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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即将到来，应届高三生怎样充分利用这三周的时间，使

自己的语文应考水平有所提高？笔者建议学子们可有计划并

认真地做好下面四个工作。 其一，充分运用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元曲鉴赏

辞典》、《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和《唐宋词鉴赏辞典》这五

本专著，对自2000年以来上海语文高考已检测过的十七首诗

词曲作品，经专家赏析评说的文章进行“研究性学习”，在

反复阅读领会的前提之下，再自己动脑动手进行浓缩概括，

撰写成字数在80左右的鉴赏语段，其中必须突出一个主要赏

析艺术点。只要你坚持“认真读、认真思、认真写”，我想

你一定会从中有所感悟、必有启迪、定会收获！“诗词曲”

鉴赏是学子们的弱项，寒假中好好放些时间、下些工夫去攻

坚突破，以利于高考语文总成绩的提升。 其二，“开放性小

作文”是上海语文高考试卷的一大特色，多年来在已考过

的14份试卷中出现了35题(不包括2007年春考卷)。由于它们的

总分值处在20分左右，所以这更是考生们不该忽视的内容之

一。笔者认为，它们可以分成八大类型，即“想象描述性、

鉴赏评价性、介绍说明性、实际应用性、人物形象性、文学

比较性、联想感悟性、提炼概括性”。学子们应将14份试卷

的35题“开放性小作文”进行严格分类，然后理解题干要求

，自己认真进行应试写作。每完成一题都应采取“让同学评

议、让老师评议”，看看自己所写的格式是否符合命题要求



，所写的内容是否符合命题标准。这样努力践行，又听取他

人意见，再反复修改润色，笔者相信你对付“开放性小作文

”的检测不会生疏而忧虑了。 其三，每年的大作文，都是语

文高考的“重头戏”，撰写的好坏关系到语文高考成绩的优

劣。笔者认为考生应抱“稳中取胜”心态，“不求好”但绝

不能写坏！为此，建议应届学子们应好好阅读以下七篇“一

类卷文章”，从中体验些道理来 2000年《人性自然与自然人

性之融聚》(见2001年1月第一版由金志浩主编、华师大出版

的《超级作文语文老师写高考作文》)； 2001年《梦里的曲调

》(见2001年10月11日《家庭教育时报复习红绿灯》专栏上)；

2002年《面向大海-“清代张潮中有言”》(见校际交流材料

《2003年上海卷高考作文示例》)； 2003年《乱花渐欲迷人眼

》(见2003年6月22日的《新民晚报》)； 2004年《请忙一些吧

》(见2004年6月29日的《新闻晨报教育周刊》上的“高考作文

”)； 2005年《成长需要悉心的呵护》(见2005年第九期《中

文自修》)； 2006年《我想握住你的手》来源

：www.examda.com (见2006年8月4日《新闻晚报升学周刊》上

的“高三专栏”)。 上述七文，冀希学子们从两大视角去精细

研读：即“写作的思想、生活、知识、技巧、文字等素养的

综合，物、象、意、理、情、文等各成文要素的综合”去考

察剖析，让自己在今后的高考写作自训过程中，在“形式、

结构、理念、文采与情愫”这五个基点上有所突破！ 其四，

关于现代文阅读部分，笔者曾撰写过一篇题为《现代文阅读

分析技巧刍议以历年高考试题为例》，刊发在《新闻晚报升

学周刊》的“高三专栏”上，2006年的8月11日、8月18日及9

月1日连载，简洁而言，对每篇现代文的阅读分析，都要尽力



做到“十四个正确理解”，这样才能“熟能生巧、得心应手

”。 时间短、任务多，这是寒假语文复习的特质。希望同学

们按“有时有序、有效有度”的原则，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

生活，让语文乐趣陪伴你走过中学阶段的最后历程！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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