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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第一位体育间谍，是英国人迪肯。
这哥们儿原本正经是英国海 外秘密情报局的，是名职业间谍。
但“二战”后回到伦敦，当了个记者， 挣钱不多，刺激不大，十分郁闷。
但他慢慢发现：体育这行当里也有“情 报”啊，于是，他在每场比赛前，就给家乡的球队送份“情报
”，无非是 说对方主力门将接点球时习惯往哪边扑，主力球员射点球时习惯射往哪个 角一类，比较
初级。
可就是这种初级情报，已让教练如获至宝，于是这哥 们儿就成功转行，成了军地两用人才，当了体育
间谍。
因为他为家乡球队 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成了林梅尔乡村队俱乐部的副主席，名利双收，喜笑 颜开。
真是不能不佩服英国人，是人家把足球做成一个大产业，是人家首 先把“情报”与“体育”这两件原
本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
 联想到咱们中国教育，尤其是高考、中考，那可真是一大产业，弄点情报 ，应该可以造福亿万考生
。
于是，我这个正经受过情报学训练的人，琢磨 起什么“高考情报”来了，还别说，一干起来还挺上瘾
，就好比是《鹿鼎 记》中的韦小宝拼凑藏宝图一样，随着越来越接近真相，眼中也有了越来 越接近
狼的目光。
 当然了，和迪肯当年一样，目前还没有许多人谈论“高考情报”，还 是初级阶段。
但我坚信这个产业终会成长起来，眼下我希望的是，我的读 者朋友们会抢先一步，具备情报意识，知
晓高考情报，这样他们才会面对 考题时，从容而淡定，发自内心地说一句：呵呵，早知道了！
 期待着您的支持和批评！
 丁晓山 2011年9月于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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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致力于帮助中国高考考生掌握高考的特点，对症下药，让高考复习和考试事半功倍。
全书分为四篇，分别是“高考情报很给力”、“高考情报就在身边”、“细微之处皆情报”和“破译
高考密码”四部分，分别讲了高考情报的妙用、如何利用身边的资源搜集高考情报，如何从各科试卷
命题的细微之处了解高考动向与考试特征，以及如何利用从情报中破译的有用信息指导学习及备考。

　　本书为中国著名学习法研究专家丁晓山老师的作品，献给为高考挥汗如雨、十年寒窗只为今朝的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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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晓山
　　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自1994年开始致力于学习法的研究，广泛接触中小学师生，搜集、比较、
提炼了大量适合中国学生使用的学习方法，并将这些方法通过书的形式传递给众多的学生和家长，因
此被誉为“中国中小学学习方法研究第—人”。

　　迄今为止，丁晓山老师已经出版了学习法相关书籍40余种，包括：《中国孩子学习法》、《中国
家长助学法》、《换个学法：迅速提高成绩的学习法》(2011-4)、《中国学生实用表格学习法
》(2011-4)等，其中《中国孩子学习法》曾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预知相关新书信息、投稿交流、团购邮购
　　请发邮件至：Selena．shi@erc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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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考趋势情报：命题难度呈上升趋势 情报，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早知道”：在事情还没有发生
前，已经 知 道了。
 情报内容 如果你在高考前就已知道了考卷的内容，那该多爽！
呵呵，那是不可 能 的。
不过，如果你在事先就已知道高中、高考都有哪些个沟沟坎坎，如何 顺利 渡过这些沟沟坎坎，还是
可能的。
这种事先预知有哪些难关，如何渡过这 些难 关的信息，不正是一种“早知道”吗？
完全符合我们对“情报”的基本要 求。
 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吧，几年前我编了一本《高中三年早知道》（九州出 版 社2006年出版），在这本
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早知道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只有早知道，才能早准备。
西方哲人说过：“机会垂青有所准备的人 。
”其 实有许多机会我们没有抓住，并不是说我们不行，而是因为我们动手太晚 ，缺 少准备，或者干
脆就没有准备。
这肯定是要失败的。
如果说，高考是一场 战 争，那么我们一定要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行。
 只有早知道，才能早预防。
有许多疾病，我们一时治不好，但可以预 防， 有不少山峦，我们一时翻不过，但可以回避。
高中三年有哪些问题反复出 现， 我们可以依据前人的提醒早做预案；高中三年有哪些困难很难逾越
，我们 可以 吸取前人的教训及时躲避。
 只有早知道，才能早奋斗。
早一点知道前进的道路上有哪些艰难险阻 ，不 是为了逃避，不是为了退缩，而是为了更早地奋斗！
只有早一点奋斗，成 功才 会多一分把握。
 现在看起来，这些话或许说得还不那么到位，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 话： “早知道”就是事先获取
了相关的情报！
如果说，高考，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 争，那么，有了情报，这个仗不就好打了吗？
 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博士生导师刘新成老师，曾参加过多年的高考 命 题，“回过头”看，他有些
什么感想呢？
他说： 我从1990年开始参加高考命题工作，持续十多年。
这期间高考正在从 “考知 识”向“考能力”过渡，参加命题的老师们都很积极和努力地推动这一改 
革。
如果 拿1989年的试卷和1999年的试卷做个比较，就会发现试卷的面貌已经完全 不同。
 但对这种改革的成效也不能估计过高。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试题难度是测 定这种试 卷质量的第一标准，难度在0．55到0．6最好，超出这个
区限，不管是过高 还是过 低，都不利于选拔，不管题目设计得多么巧妙。
所以，每年命题前，大家 最关心的 就是去年试卷的难度，并且根据各种信息进行适当调整。
控制难度殊非易 事，因为 命题者对答题者的水平的估计总有偏差，只能是根据多年出题的经验和各 
方面的反 馈意见大致把握难度的高低。
真正的问题在于，难度统计的数字未必是准 确的，这 里面要涉及阅卷人掌握的评分尺度。
一道主观题，尽管有参考答案，但阅 卷人从严 还是从宽能差出几分，一道题差出几分，一张试卷判
下来可能就差得比较 多了。
特 别是当试题偏难的时候，阅卷人通常把握得比较松。
这样就会出现恶性循 环：试题 越难，阅卷人越松，反映出来的难度数字就可能偏高，而命题者根据
这个 数字就会 在下一年命题时进一步提高难度。
90年代中期，高考历史卷在考查能力方 面一度 远远高于高中生可以达到的程度，原因就在于此。
最近这两年我没有参加 命题，也 许这一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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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我们从刘老师的“回头看”中不难得知：每年命题前，高考命 题老 师首先就要对往年的试卷
难度进行评估，以确定本年度的试卷难度。
但因 这种 评估有误差，高考试卷有越出越难的趋势。
刘老师说这一状况近年或许已 有改 变，应该说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
看看这些年的高考命题吧，难度已 如同 房价一样：上升趋势难以改变。
 高考情报与“参考系” 搞情报工作的人，知识面越宽越好。
就如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风语 》中 的密码专家陈家鹄所言：参考书越多越好：地图、各种杂志、
敌伪报纸⋯ ⋯ 情报内容 前些年有一位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后来他在中国的演讲被 译成 中
文，编成一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的小书，由湖北的一家出版社正式出 版。
 在这本小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参考系”。
所谓“参考系”， 就是指 不同专业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从各自的专业去看问题。
比如说，在医生眼 里， 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毛病，百分之百的健康人几乎没有。
又比如说 ，在 刑瞀眼里，几乎每个人都是罪犯或潜在的罪犯。
学习的过程，应该是一个 既有 自己的“参考系”，而又不囿于“参考系”的过程。
 如果从“参考系”的角度来谈高考，那么过去的“3+2”模式似是更多 地从各学科的“参考系”来思
考问题。
而目前的“3+X”模式，则是更多 地鼓励考生打破学科的“参考系”，或更倾向于从多个“参考系”
来思考 问题。
 下面，让我们来举一个实例。
鸦片战争这件事，当然可以从历史学的 “参 考系”来谈，而一位名叫祝旭东的老师却指出，还可以
从地理学、哲学、 政治 学和经济学的“参考系”来谈： 从地理学的“参考系”来看，至少可以想到
以下六点： 第一点，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侵占印度，又不断对缅甸、阿富汗、 伊 朗等发动侵略。
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急于进一 步扩 展世界市场，英国敢于对中国发动侵
略战争，其中的一个重要地理因素是 其东 方殖民体系的建立，从战争的利害关系来看，东方殖民体
系的建立有助于 英国 在与清政府作战时为英军提供后勤保障与支援。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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