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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7/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8_BF_9B_E5_c65_177798.htm 张周全(贵阳一中语文

高级教师)：仔细分析和解读语文“一模”，有几个方面的问

题值得高度重视：语言知识部分基础不扎实，常见名句名篇

的默写不到位，对一般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文章的阅读

细致程度不够，文言翻译过于随意，现代文阅读时整体感不

强，作文不重审题，答题技巧和方法不当等。要解决好这些

问题，应着重抓好以下两方面： 1、明晰大纲变化关注示例

题型 从语文考试大纲来看，在字音和字形识别的要求上，都

加了“常用”二字的限制，汉字的字音、字形和词义是基础

的内容，应该多下一点工夫。写作部分的表述改变主要表现

在“发展等级”上：今年在写作要求“深刻”这一点上增加

了“观点具有启发性”；在“丰富”这一点上增加“论据充

实”；在“有文采”这一点上，将“词语生动”改为“用词

贴切”，“文句有意蕴”改为“文句有表现力”。作文方面

，今年考纲上指出“能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

见体裁的文章”，说明考生在考场上可以写自己擅长的体裁

，包括诗歌、散文、寓言等文学体裁(除非试卷有限制)，对

创新作文、个性化作文起到了一种鼓励的作用。 2、兼顾冷

热抓好作文 所谓热点就是这些年一直在考的，各种模拟题中

必不可少的题型和题目。从稳定的角度考虑，热点题和成熟

题应该了然于胸，同时也不可忽视冷点。比如2006年全国卷

没有字音和标点，并不意味着今年这两个点不考。有时冷热

之间会互相转换，如全国卷在2005年之前压缩语段和扩展语



句没有单独考查，2006年在语文综合表达题部分卷土重来，

成为热点考题。此外，创新性试题每年都有亮点出现，复习

中应加以整理。 文言文得高分的可能性极大，文言文阅读，

许多学生的问题在于读不懂文章，把握不住文意。解决这一

问题就可以使用“倒读法”，利用选择题提供的重要解释参

考来帮助理解文章。此外，阅读时都要有文体意识，把它当

做一篇文章来阅读，而不要肢解它。 写好作文首先强调的是

审题，审题失误造成的损失几乎是致命的，因此，在动笔写

作前一定要细心审题，看清限制条件，抓住命题材料的实质

。在写作时紧扣题意，立意要健康，感情要真挚，认知要深

刻。只要切题，就放开手脚，写出自己熟悉了解的生活、自

己关注思考的生活、自己感悟深刻的生活。作文训练时，命

题作文、话题作文和题意作文都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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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