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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AE_89_c64_156407.htm 中考改革是1998年教育部基教

局颁发《关于中考语文考试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后

，在苏州等7个地区进行试点开始的。这晚霞对当时社会上对

语文教学尤其是语文考试中存在诸多弊端，受到诸多批评，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而出台的改革举措。随后几年教育门部

又先后下发了好几个关于中考改革的“意见”和“通知”，

现在各地中考都是遵循教育部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以课程

标准为指导，以各地使用的教材为依据来拟制中考试卷的。 

过去中考语文命题过多地强调对学生掌握知识的考查，忽视

学生结实合素质、各种潜能，尤其是学业生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的考查。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近年课改实验区中考语语

言学科命题的走向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学生的

语文积累和语感培养。具体体现在：1、在实际的语境中灵活

运用古诗文名句；2、将课内外相关的或有联系的知识内容联

系起来设计试题。 二、试题的素材结合社会热点、焦点问题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 三、引导学生确立学习语文的正确

态度和方法。 四、试题注重考查学生把握语语言各方面要素

的整体状况，以及语文的综合运用能力。具体表现在：1、考

查学生筛选语语言信息的能力。2、现代文阅读试题要考查学

生快速阅读能力，筛选和捕捉相关信息的能力，以及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加强对学业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考查。 六、文言文将引导学生积累词语、培养语感，培养阅

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七、作文试题将以学生为本，有利



于学生文字表达，有利于考查学生的想像能力和创新精神。 

鉴于此，中考语文复习，首先要认真学习教育部下发的关于

中考改革的“意见”和“通知”的内容，吃透课程标准的精

神，以课程标准和现行教材为依据，立足于使学生掌握和巩

固语文基本知识和技能，让学生关注身边的社会生活实际和

社会热点问题，学习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解释、理解社会

生活现象，提高语文的综合运用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另外，在复习中要搜集和了解本地和外地考试改革

的信息和试题，特别是与本地有区别的试题，这将有助于我

们了解中考拟制试题的新动向，提高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便更好地做好复习工作应对考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

考复习一定要吃透我省每年编写的初中《学业业考试纲要》

，对“纳要”中关于考试的要求、内容、规定的课外读物篇

目，以及样卷的形式和内容都要十分熟悉，尤其要比较“纲

要”样卷与往年试卷的区别之处，这些都是在保送改革的信

息，这对我们把握复习重点，提高复习效率十分有益。 一、 

基础知识 要正确识记现代汉字普通话的读音，这是指在掌握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正确地拼读汉字，确定汉字字音

的能力，兼有考查汉字识字量的意义。如2005年试卷给“绚

”字注音，这涉及到拼音规则问题，即“uan”作韵母时要省

去“u”的两点。2006年试卷给多音字“和”(he)注音。以上

两例体现了对拼音规则和多音字的考查，对我省考生来说，

尤其要注意江淮方言中对一些常易读错的字的认别。 有关考

查汉字的试题，主要是考查汉字书写的笔画、笔顺，要求汉

字书写要规范，不写错字和别字。以往这方面的考查形式主

要运用客观型选择题，近两年有了改变，采用直接给汉字注



音，直接书写的方式。这两年试卷中都有找错别字并写出正

确的字的试题，这一般都将错别字置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此种考查方式还将会延续。 二、词语考查 语文课程标准对词

语练习有明确的要求：能够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

中的意义和作用。可见，理解和正确运用词语是初中语文学

习中最基础性的学习内容之一，对重要词语必须能知其意，

达其用，做到理解正确，运用娴熟。这要搞清楚什么样的词

语是重要词语，并要理解其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词

语考查一般是置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重要词语是指那些对

表现语段中心意思起到一定作用的词语，这有一些同义词和

反义词，以及有多种含义的词语，另外就是一些常用成语和

关联词语等。 修改病句这涉及到有关的语法知识问题，因此

修改病句也是语文基础知识问题，因此修改病句也是语文基

础知识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考查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

考查形式。尽管语法知识现在已不属于考查的范围，但学生

如果掌握了一定的语法知识，对于分析语病，查找病因，修

改病句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建议教师在平时教学和复习中还

是能给学生介绍一些浅显的语法常识。病句的类型较多，应

付中考，掌握一些常见的语病现象和特征，并学会修改就可

以了。常见的语病如词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重复

罗嗦，语言前后矛盾，以及误用或滥用关联想词语等。修数

病句要掌握以下原则，即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意，尽量多就

少改；修改后能不再出现新的语病；要保持句子的简洁。 修

辞知识也是初中学生应当掌握的一种知识，常见的修辞方法

要会运用，比如仿写句子，很多试题就是考查修辞方法的运

用能力。另外地人，就是要能够体会在一定的语言的环境中



一些常见修辞方法的表达效果和作用。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也

是一种语言能力，虽然近两年我省语文试卷没有专设有关标

点符号使用方面的试题，但在“考钢”“写作”的要求中明

确提出要“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这也是我们平时练习和迎

考复习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背诵的考查主要是默写古诗文名

句，这是“语文积累”考查的重头戏。各地试卷绝大多数都

要安排10名题目，我省此项考查近两年也都占10分。因为课

程标准有明确要求：“诵读古代诗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

”，“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

位和审美情趣”。因此，加大对古诗文名句默写的考查是十

分必要的。 古诗文默写传统的考法是记忆性默写，也就是给

上句填下句，或给下句要求写上句。默写古诗文既然是必考

，且所占分值较大，那理所当然地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考查的内容是“死”的，是比较容易

拿分的，因此，提高这项考查的得分率十分重要。需要注意

的一点是，近几年各地对现代诗文默写的考查在逐渐淡化，

我省这两年就没有考，但这也不能忽略。做好古诗文默写考

查的复习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课种标准中规定要

背诵的古诗文要坚定不移地背熟，只有背熟才能默写出来。

第二，对一些著名的诗文，尤其是一些名句的意思要能知晓

这样不管怎么出题，也不会因为不理解题意和诗句的意思而

默写不出来。第三，对古诗文名句不光要会背，还要会写，

不能因为不会写字或写错别字而丢分。 课程标准对文和文化

常识的基本要求是：中学生能“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

剧等文学样式”。近几年各地对文学常识的专题考查有所淡

化，我省近两年将这方面内容和句著阅读融合在一块考查，



对于文学常识的复习可采取以下方法。如纵向联系和横向联

系法，纵向联系是以文学史为线索，把课文所涉及的古今作

家、作品进行归类，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网络；横向联系就

是把与之相关的内容进行归类记忆。在具体复习中可进行知

识梳理，可将教材中涉及的一些非“重要”作家作品予以排

除，但要将推荐书目中教材未涉及的及时吸纳。也可采用表

格梳理，就是按作家及作品和贡献情况设置表格，理顺文学

史线索，进行纵向记忆。还可以采用淘汰处理的方法，即把

自己完全掌握的淘汰出局，将未掌握的集中精力突破，掌握

了一批再淘汰一批，直至完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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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