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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A3_E6_96_87_E9_c65_106633.htm 可能对于这个很多同

学感到很纳闷：考什么，要知道考什么，我还不得满分了；

也有的同学说，考什么，当然考基础知识的运用；考课本吧

？还有的同学说得更概括：听说读写4种能力了。不一而足。

那到底考什么呢？当然这个问题很难用考什么来回答，如果

非要给一个答案的话，我的答案是：考点。此考点不是考试

地点。而是指考试说明中对所考内容的一个大纲说明。很多

同学觉得研究考点是老师的事情，我们只要把老师说得做好

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大家在复习语文的时候是不是都感到

语文太难复习了，虽然老师经常来个基础知识的复习，再加

上能力的训练，可是让自己对考试的成绩下一个保证的时候

，很多同学心里都没谱吧？而有的学生则相反，每次的语文

考试没怎么看他复习，可是成绩却不差，缘何？是不是他知

道考什么呢？是的，他的确知道，虽然他不知道具体的题目

，但是他知道用什么知识来完成答案。正如做数学题，给了

方程我们就会解一样。回过头来说复习的时候对考点的把握

。而我们大多数的初高中语文教学，老师是很重视教学目标

的（有的老师喜欢在黑板上面板书，而有的不喜欢，则是在

具体的问题设置），当然其他科目的老师都重视，就是我们

的学生似乎没有重视。具体的考点，每年的考试大纲上面都

有，学生几乎都人手一册，不过似乎大家都没有重视罢了。

下面分述考点的重中之重：1．阅读能力：主要包括3种能力

，当然有的人归结为10种能力。其实每种能力的分类界限是



不很明确的。具体来说：分析能力（包括对字词句，段意，

文意）；概括归纳能力（还可以细分为分析句子词语结构能

力，归纳概括文意，文章主旨的能力，）；鉴赏和评价能力

（赏析词语，分析人物，评价人物，把握作者观点的能力）

具体可参看我的系列拙文，文后附有链接。2． 阅读方法：

如同能力一样，方法通过能力来体现，而方法也是能力的一

种。几种阅读的方法：整体的阅读方法：这个重要性不言而

喻，我曾把这一点归为阅读的基本原则。而整体的阅读方法

也符号心理学上面的“完型”理论（大名鼎鼎的格式塔学说

），不再详述。对比的阅读方法：其实就是辨证地看问题的

方法：很多问题，有时从正面来解答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

时候，从反面来考虑是不是又会柳暗花明呢？一如数学上面

的反证法。此比较阅读的第一种形式。第二就是常见的2篇文

章的阅读，而这2篇文章的题材和体裁都类似（相同或相近）

，中高考曾经出过，现在似乎很少了，可是我们做很多的文

章的时候，比如散文，我们就会想到高中的学过的散文，这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阅读（不过比较隐蔽罢了）3. 基础知识储

备：这个似乎都很简单，可恰恰就是最简单的，造成了失分

，每次考试后我们并不为自己不会的感到多么遗憾，而是为

不应该失掉的分数而遗憾，加上这些分数，你的名次会提高

多少呢？知识储备的几个方面：知识的全面掌握，无论简单

的字词（音形义），文体知识（不同的文体特点），文学常

识的记诵（课外的拓展这一点很重要，虽然现在的高考有的

省份不考了，考也不是考纯粹意义上面的文学常识背诵了，

可是在很多的题目中却要涉及，举个例子：如苏轼，豪放词

派的代表，那么我们还要对豪放词有个了解，这恰恰就是拉



开差距的一个方面）其次要系统化，语文的知识之多之杂，

远没有数理化的系统化可言，可是语文的知识也有其内部规

律，这个就要我们考生自己总结归纳，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切记。运用问题，记下了就要会用，别考完了，一看答

案，说我也知道啊，怎么没想到呢？后悔晚矣。4. 开放性的

题目：（或者说语言运用问题）这个在高考中的分数比例也

不小，而且有的题目是在阅读中出现的。说句实话，题目本

身并不难，但是却极容易失分。如写对联（仿写句子），这

个在初高中可谓一脉相承啊，还有写广告词，概括新闻标题

等等。平时多练习，笨方法也有，多背诵也可以，反正高三

都要做大量的模拟题，不再详述。5.注意新考点关于阅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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