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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F_BC_9A2_c65_103597.htm 2007年高考(高考新闻,

高考说吧)语文《说明》“选考内容”中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内

容实用类文本阅读，主要包括新闻、传记、访谈、调查报告

、社科论文等。考生备考时应该加强对这些实用类文本文体

基础知识的了解并进行相应的能力训练。 新闻 一、学习内容

来源：www.examda.com 新闻的概念、基本属性、体裁类别及

不同体裁 的新闻稿写作要求等都是需要掌握的内容。特别要

把掌握消息、通讯、特写、访谈及新闻评论的定义、特点和

写作要求作为学习重点。 二、复习备考 新闻部分的复习主要

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知识的复习，二是新闻写作练习。

理论知识复习要侧重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具体实例能力的训练

；写作实践方面，则必须要求掌握消息、特写等篇幅短小的

新闻体裁文章的写作。 复习要围绕检测学生的三种综合能力

进行：一是分析综合能力。能筛选并整合新闻作品中的信息

，了解新闻的概念和功能，准确分析新闻的构成要素和具体

含义。如对各类新闻体裁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现手法、语言

风格、结构形式、内容要求的掌握和分析运用等。二是鉴赏

评价能力。能够评价新闻作品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把握

各类新闻作品所传达的立场、观点、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评价新闻作品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对新闻中的某种特色

作出思考和判断等。三是探究实践能力。能够从不同角度和

层面发掘新闻的深层意蕴；探讨新闻反映的时代精神；能够

掌握几种主要的新闻作品的写作技能，写出符合要求的新闻



作品，如消息、短评、特写等。 三、考查方式来源

：www.examda.com 第一种考查是把新闻体裁的文章作为一般

的阅读材料对待，考查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其中包括、提

炼、归纳、总结，也包括分析、理解和应用能力。这类考查

因为并不直接结合新闻文体的特点，因而与一般阅读文章没

有更多差别。 第二种考查是结合新闻作品的特点和要求，考

查考生对新闻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及新闻写作能力。

1.结合作品考查对新闻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如新闻的时效

性、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客观性与作者主观态度的关系、

新闻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等等。 2.考查对新闻理论知识特

别是不同新闻体裁的特点、要求和写作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如访谈中考查对问答双方内在思维或表达逻辑的分析与把握

，双方的谈话技巧及作用等。2003年上海试题中有一篇访谈

，其中1个问题就是：“第③④两节访谈中，记者的发问方式

有什么特点？这样发问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题目就是从访

谈技巧方面进行的考查。 3.考查新闻写作能力。考查写作有

多种方式：可以是新闻作品的局部写作技巧，如新闻标题的

拟定、新闻事实的归纳等；可以是不同新闻体裁之间的转换

，最常见的是根据通讯改写消息，或者在通讯中找出特写部

分，或者根据消息或通讯提供的事实写新闻评论。也有可能

根据提供的材料写消息、特写或新闻短评。 调查报告 一、学

习内容 调查报告的定义、特点、类型和写作要求是学习的主

要内容。其中掌握调查报告的写作方法、结构形式、表达方

式是重点。 二、复习备考 掌握基础理论知识，了解调查报告

的特点和写作要求。 三、考查方式 1.根据提供的数据和材料

提炼观点、主题。提炼主题或观点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调查



报告的真实性、社会性、典型性和针对性等因素，这样才有

可能组织令人满意的答案。 2.根据提供的材料简要列举调查

报告提纲。这种考查着眼点在学生的理性思考分析能力和总

结归纳能力。 3.把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作为作文的话题材料

。 4.把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作为一般文章的阅读理解。可能

其中有些题目会涉及调查报告独具的特点。比如文章使用的

说明或议论方法(数字或图表)、语言风格等等。 传记 一、学

习内容 传记部分需要掌握传记的定义、类别以及不同类别传

记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其中对不同类别传记特别是传、小传

、自传、评传等的特点和写作要求的掌握和运用是学习重点

。 二、复习备考 和新闻一样，传记复习也要围绕检测学生的

三种能力进行：分析综合能力方面，能确切掌握传记的性质

、含义和作用，了解各类传记的基本特征和写作要求，总结

传记作品中传主的主要事迹、生活经历、贡献成就等内容，

能体会各类传记作品不同的结构形式和各具特色的语言特点

。鉴赏评价能力方面，能够对传主的经历、事迹、贡献及其

精神世界、人生追求进行思考与评价；能对传记作者的观点

和倾向、作品的优劣高低进行鉴别与判断。探究实践能力方

面，能掌握并运用传记写作的知识、技巧创作符合要求的传

记作品，主要是自传和小传的写作。 三、考查方式来源

：www.examda.com 1.把传记当作一般的阅读材料。如对重要

词语、句子和内容的理解、作品风格的分析、人物形象评价

、感情的体验和感悟等等。 2.结合传记的特点进行能力考查

。一是结合作品考查对传记理论知识的理解，如自传的真实

性、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传

记的选材与语言表达、传记人物描写与刻画、勾勒与细节等



。二是运用传记知识分析作品。如分析传记的结构、表现手

法，总结传主的事迹、贡献或形象、性格特点，评价传主的

价值、影响或传记作者的观点、态度等。 作文：每错一字扣

一分 关于写作“基础等级”中“标点正确，不写错别字”的

问题,《说明》规定：“每一个错别字扣1分，重复的不计。

”目前，学生写错别字的情况特别多，《说明》中加上这一

条，体现了对语言文字的充分尊重和书写方面的积极引导，

也要求广大教师和考生要下功夫，消灭错别字。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