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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是战场。随着高考的临近，各校高三的复习迎考工作

已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如何抓紧时间，讲究效率，更科学合

理的搞好考前复习，是高中毕业班师生不容回避并亟待解决

的问题。下面，根据湖南省的考情，本报特约了省内一批名

师，就考前各科复习备考方略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1据纲

扣本有的放矢 2006年全国《考纲》的修订，主要表现在内容

上的个别调整、概念上的更换界定和表达上的斟酌推敲三个

方面。其基本导向是注重表达，逐步增多主观题，加大第Ⅱ

卷的分量，从深层次和宏观上对全国的命题产生影响。直接

影响湖南命题的则是省教考院制定的《补充说明》。透视《

补充说明》，2006年高考语文湖南试卷将大体显示出以下特

色： 1.突出能力，注重人文性。从试卷结构和内容板块可以

看出，2006年高考语文湖南试卷将坚定的贯彻“以能力立意

”的命题理念，知识的考查和实际的内容进一步淡化，人文

素养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2.读写并重，兼及基础性。整套试

卷共150分，其中阅读题50分，作文60分，读写结合和鉴赏

题22分，默写6分，语基题只占12分，明显的呈现出阅读和写

作并重的倾斜和导向。 3.讲究表达，钟爱鉴赏性。试卷对文

学作品考查的比重是空前的，纯鉴赏题就有诗歌鉴赏6分，文

章赏析16分；第II卷总分114分，除文言翻译和默写15分外，

其余均涉及鉴赏或表达能力的考查。 由于《补充说明》在考

试内容方面的限定，我们可以明确：①文学常识继续轮空，



②默写继续圈定范围，③语基考查继续缩水。这样，就可及

时调整复习计划，缩小复习范围，减轻学习负担，从而使时

间和精力更有效的投入到一些重点项目中。 2突出重点攻破

难点 通观《考纲》和《补充说明》，在内容方面，今年湖南

省高考语文的考查重点应是阅读和写作，难点是诗文赏析。

在能力方面，考查重点是解读能力、鉴赏能力和表达能力。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年湖南考生高考语文的成败

，就在于读写，尤其是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和赏析。 (一)阅

读方面 1.把握考查角度，培养思维品质。现代文阅读有小阅

读、大阅读的区别：小阅读文本是科学类材料，侧重考查逻

辑思维能力；大阅读文本是文学作品，侧重考查形象思维能

力。在备考中，小阅读要注意重要概念的辨析、基本判断的

认定和既定推理的分析，把握设题角度，谨防认识和思维误

区；大阅读要注意文学作品的形象特征，在宏观整体把握的

基础上，理清“形”与“神”、“景”与“情”、 2.提倡典

题精练，培养解读能力。后期复习时间紧，任务重，加之阅

读题难度大，耗时多，因此，不能搞题海战术。要择选一些

有代表性的文本和典型题，尤其是高考题或上档次的模拟题

，精析精练，融会贯通。在举一反三、“解剖麻雀”式的训

练中，析文本，理思路，增语感，悟窍门，提高对文章的解

读能力。 3.着力体味作品，培养鉴赏能力。近两年湖南考题

淡化了识记，加大了鉴赏能力方面的考查力度。文学素养的

提高，虽非朝夕之功，但考前精心选择重点作家作品，从形

象、语言、技巧、情感和意旨等不同角度认真解读，仔细品

味，不仅能有效的提高阅读能力，而且能增强悟性，提升考

生的艺术品位。 (二)写作方面 1.积累素材，丰富知识宝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许多考生考场作文最怕无话可写。

平时固然应关注现实生活，多方面、多角度地感知社会人生

，把握时代脉搏；考前也应结合时政，浏览3月份以前的报刊

读物，结合阅读训练材料乃至学过的课文，并注意择取消化

吸收，写作时就能旁征博引、左右逢源。 2.注重思维，提高

认识水平。写作是语文能力和素养的综合体现，也是复杂的

思维活动。在作文备考的过程中，虽然要讲究文字功夫，但

付诸文字前的思维训练更为重要。就目前的考情来看，要提

高作文质量，必须提高认识水平。尤其要注意辩证思维，学

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变换角度看问题，追求新视角、新发现

；要突破思维定势，学会将直觉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

、聚敛思维和联想思维灵活地运用于作文中，激活思路。 3.

训练程序，优化写作流程。①审题拟题。能准确、快捷的读

懂题目，透视命题意图，明确写作范围(约3-5分钟)。②立意

构思。能根据试题要求，确定作文主旨和主要材料，并列出

提纲(约7-10分钟)。③运笔成文(约40分钟)。④检查审视。通

读文题和文章，一看要求，二看结尾，三看字数，四看谬误

，尽力弥补，锦上添花。 3盘点清仓查漏补缺 搞好重点难点

的复习，是备考的大局，但并不意味着高考就能成竹在胸、

稳操胜券。事实上，还需注意关注全局、兼顾左右。 1.夯实

知识基础，健全认知结构。今年知识考查的内容虽然相应减

少，但在高考激烈的竞争中，往往是决定考生得失成败的区

分点。况且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互为影响，不可偏颇。考

前尤其要注意理清知识线索，整好知识清单，强化识记内容

，如考纲规定的18个文言虚词、教育部颁发的《中学语文教

学大纲》所规定的古诗文背诵篇目等，要逐一落实过关。 2.



研究试卷组合，搞好题块训练。考点的考查是由试题和试卷

结构体现的，不同的排列组合显示不同的考向。要做到“备

考无盲区”，就要注意题块训练，将相关的考点量化为若干

小题，进行不同的组合，编织成变化而有机的题群网络。分

散和集中相交替，循环和层进相交融，使综合训练、专项训

练和题块训练结合起来，既能查缺补漏，又能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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