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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难题，要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

、基础知识 1.错别字：主要考查识记能力。最实用的方法是

将常见错别字归总分类记忆，要注意高中语文第四册附录中

的《容易写错的字一览表》和《容易用错的成语一览表》。 

备考的重点是别字，注意形近字、音近字的比较记忆。如“

辑拿”的“辑”系“缉”的形、音皆近字，岂不知，“缉拿

”住后是要用绳子捆的。 记忆的前提是理解到位。如“义愤

填膺”考的就是“膺”的字形，如果我们知道“膺”的本义

是“胸”，它是身体的一个主要部位，根据造字规则，身体

部位的字有“月”字偏旁，可断定“膺”为正确字形。再如

“大有稗益”的“稗”看偏旁就知道是一种“草（庄稼）”

，显然是错误的，应为“裨”。 建议考生自己整理“容易用

混用错的字辨析一览表”，注意以音辨形、以义辨形、以语

境辨形。 当然，2007年备考时还要进行“字音题”训练，解

题思路与识别字形相同。 2.成语：正确理解成语在语境中的

含义。 历年高考成语题主要考查的是“感情色彩的误用”、

“适应对象的误用”、“易混淆成语”。必须掌握成语的确

切含义、使用范围和感情色彩。如“拍手称快”是针对反面

人物被处治后发生的，“功败垂成”是差一点没有成功。 建

议考生自己每天积累、辨析12个成语。 除了备考成语以外，

还要对重要实词、虚词乃至俗语也要进行专题复习，因为这

些内容均属于“词语”范畴。 3.病句：辨析病句时不要将简



单问题复杂化。主要考查的类型是“句序不当”、“搭配不

当”、“重复”、“成分残缺”、“不合逻辑”，没必要搞

成“杂糅”再细分。 答题时，主要采用句子成分主干划分法

判断“句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的问题。

不合逻辑主要是前面“是否”双向对后面“是”或“否”的

单向和关联词语使用不当的问题。 复习时一定要把划分句子

主干成分的语法知识补充学好。 4.语句连贯：连贯就是话题

统一、句序合理、衔接和呼应自然。 答题时要注意看陈述对

象（含话题）的一致性、句子前后结构的一致性、词语前后

照应、逻辑顺序恰当。可采用根据语境提示先确定选项首尾

的“观察首尾法”，然后再采用“抽心连贯法”，看哪一语

句和首尾连接最紧密。 二、科技说明文 科技说明文的命题特

点：选文关注自然科学研究新观点；理解紧扣重要词语和句

子的准确含义；分析综合注重信息筛选和整合。命题的设计

注重整体感知，并运用分析、比较等手段收集筛选有效信息

，进而考查学生处理信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介绍新知识、

新观点的材料中必然要涉及一些新的概念和重要的句子。如

果考生不能正确理解这些概念、词语和句子，必然无法准确

地把握文意。这些新概念、重要的句子常常就是命题点。 解

答有关术语概念理解、重要词语理解、概括性题目，一定要

到原文中找答案，这是解答说明文题目的基本原则，诸如到

文章标题中找答案、到上下句中找答案、到上下段中找答案

、到总结性语句中找答案、到注解中找答案等。 三、文言文

阅读 1.实词活用和虚词重要用法 实词出题一定要在课内注解

中找到原形用法，尤其注重重要实词的引申义，通假字，名

词做状语，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或使动、意动用法，注意典



型的古今异义词。 要关注句式和句式特点，重点关注六种句

式中的被动句、判断句、省略句和四种倒装句宾语前置、定

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倒装。宾语前置基本发生在疑问句

和否定句当中，关注命题典型字样的“之”、“是”提示宾

语的作用；定语后置的命题典型字样是“者”；状语后置命

题典型字样是“于”。 2.翻译句子 句子翻译要先将关键字词

翻译到位（实际上句子翻译的采分点就在一两个关键字词的

准确翻译上），然后看句式或句序，最后补足省略成分使句

子通顺。翻译的总要求是意思明确，表达通顺。 3.筛选文中

信息 命题时依据文段中描写人物主要材料，以某个标准（诸

如经历事迹、才能才干、品质情操等）编题目。 从2006年高

考题目可以看到，文言文考题的分析理解题目有倾向于现代

文出题的新动向，比如分析内容因果关系，佐证前后呼应，

修辞法分析，写作借鉴等，这也是文言命题创新的增长点。

4.篇章内容的理解 整体感知类题目，就是对原文有关内容的

分析和概括。先针对选项内容到文中去解读大意，对比见正

误。 四、古诗词鉴赏 古诗词鉴赏要抓住“诗眼诗言志，表达

的思想”：“诗意描写的意象，创设的意境氛围”：“诗情

诗言情，诗的感情基调”：“诗句炼字炼句（尤其是名句）

，语言文采的作用”。 古诗词鉴赏要找好解题的突破口。从

题目突破，明确内容；从作者突破，了解风格（例如李白之

飘逸，杜牧之俊逸；白居易之晓畅，刘禹锡之清新；杜甫之

沉郁，李商隐之奇艳；韩愈之雅素，贾岛之苦涩）；从词语

突破，理解句意；从修辞突破，体味意境美；从表达方式突

破，鉴赏艺术技巧；从比较阅读突破，把握思想感情。 建议

考生积累一些答鉴赏题的套路语句，多做比较阅读是提高古



诗词阅读能力的捷径。 名句默写的重点是文言诗文中的名言

佳句、体现中心的重点句。默写要求不错字、不漏字、不倒

字、不添字、不换字。 建议考生平时要多练习“给后句答前

句”的题目。背诵的前提是理解，多练习理解性默写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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