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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AD_E6_96_87_E3_c65_177810.htm 一、博即增加知识储

备，丰厚语文积淀。 ★适用题型： 语音、字形、词语(包括

成语熟语)、文学常识、名句名篇、古诗文阅读、古文翻译、

语言运用、写作⋯⋯ 平时要多读教材，多读名家名篇，多读

一点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名家名作，特别是课本上要求背诵的

篇目要逐一落实。在读背中积累现代汉语的语音、字形、词

语(包括熟语)；在读背中理解掌握古代文言实词、虚词、文

化常识；在读背中增加语文知识储备，丰厚语文积淀，强化

语文语感，提升语文素养。 平时要多练习写作，坚持一周写

一至两篇规范的、自己擅长的、能彰显个性魅力文体作文，

坚持热身锻炼，不至于到高考笔墨滞涩不流畅，东拼西凑胡

乱成文。 平时还要多做模拟试卷，一方面是练习，一方面是

掌握动态，扩大视野。2006年高考广东卷大阅读《夕阳透进

书房》(冯骥才)和四川卷大阅读《乡村的瓦》(冯杰)，在考前

外地的模拟题上就有出现，题目设置也惊人相似。这虽然是

高考中的失误，但换个角度看对我们何尝不是有益的启示。 

“博”不是杂，知识的积累不是无序的堆砌，考生备考还要

学会归纳整理。可把考纲考点作为一条线索，逐一检查，分

类检测，真正做到厚积薄发。 “博”不能浮光掠影，量的积

累过程中还必须有“思”的伴随，唯此储备的知识才会有质

的沉淀，才会厚重，才会印象深刻。 ★特别提示： 高中语文

教材附录《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现代汉语异形词整理表

》，教材中词语注音解释、有关作者作品介绍，有关复习资



料上的容易读错字的注音、容易写错字的字形、近义词辨析

、熟语辨析、古汉语常用词的解释、古典诗歌常见意象归类

等内容，须要认真阅读记忆。 二、精即掌握答题规律，做到

以一当十。 ★适用题型： 标点符号、病句的辨析、科技文阅

读、诗歌鉴赏、文言文翻译⋯⋯ 这几年的高考语文试卷基本

定形，试卷容量，试卷结构和题型基本稳定，在经过了第一

轮系统的复习后，语文备考不适于面面俱到，全面开花。虽

然在此过程中要修错补漏，但考生要反思错在何处，漏在哪

里。对一些常规题型的答题规律掌握尤为重要，蜻蜒点水般

粗放做十道题目不如精做揣思一道妙题。由于标点符号题考

核逐渐淡化，下面对其它几项作一解释。病句的辨析 病句的

辨析，考试涉及六个方面：①语序不当②搭配不当③成份残

缺或赘余④结构杂糅⑤表意不明⑥不合逻辑。前四个考的是

句子结构方面，后两个考的是句子语义方面。我认为任何语

病题，考生备考要明白命题人所给的句子是形式，考核的实

质是分析病因，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他不会看你的衣

着打扮。所以这一题型每年句子表述虽然不一样，但病因总

在这六个方面。考生可以凭语感扫描，用方法检验：①单句

采用紧缩法，先抓主干后理附加。②复句要先看关联(关联词

是否残缺、关联词的搭配和位置、关联词是否错用、滥用)，

然后以分句为单位，采用紧缩法去判断。特别注意主语一致

关联词在后，主语不同关联词在前。 例如2006年安徽卷第3题

“B、六年间，我国航天技术完成了从单舱到三舱，从无人到

有人，从‘一人一天’到‘两人五天’的进步。”病因是搭

配不当。2006年全国卷第3题“B、来这里聚会的无论老少，

都被他清晰的思路、开朗的性格、乐观的情绪及坚定的信心



深深地感染了。”病因也是搭配不当。考生在备考是要认真

解剖高考题，学会归纳总结，掌握解题规律方法，如果大量

做语病题，而不理性分析，往往就会把得了感冒发烧的病人

当成得非典的病人了。科技文(社科文)阅读 高考对科技文(社

科文)阅读的考查方法是，设置与原文信息相同或相异的选项

，让考生分辨，来考查你是不是真正准确理解了文意。解题

中要做的事情就是：解读文本，将选项与文本中对应部分加

以比较，做出判断。考生可以勾画要点，把握段意；找准选

项对应区，精读对比。勾画词语，是指在阅读时，在文本上

勾画出关键词语。什么样的关键词语呢？首先要有段落的话

题，然后要有陈述话题的最主要的词语；还要注意线索性词

语。画出后，看这些词语，就可大致显示段意。还有修饰限

制语、关联语，因为它们是表意严密准确的需要，像“也许

”“可能”“大概”“全部(部分)”“凡是”“目前”“除

了”“唯一”“如果”“只要(只有)”等等。要画要点，就

要思考选择；画出来，思考留下痕迹；要点也就进入头脑，

为找准对应区做好准备。用这种方法，即可避免全篇乱找耽

误时间，又可避免找错区域影响判断；先大致把握，需要比

较的地方再精读，又可比全篇精读省出一些时间，是一种高

效的应试方法。这一考点的备考，题量不宜过大，认真解剖

高考题，做少量的练习加以验证就可以了。 例如2006年安徽

卷第7小题推断题“D、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可解决当今

世界因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对原文，原文最后

一段“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

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自然环境被污染、生态平

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启迪”而已，



并未解决。D项可判错。另外一个办法是抓住因果，切分层

次。如2004年全国高考卷科技文阅读《白鹤梁》中一节：白

鹤梁是一段长约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石梁，位于重庆市

涪陵区北面的长江中，因从前经常有许多白鹤栖息于梁上而

得名。白鹤梁多数时候隐没在江水中，只有在枯水期才显露

出来。从唐代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来，先人们以在石梁上

刻石鱼的方法记录了长江的枯水位；石梁上还有许多诗文碑

刻，也写到了石鱼出水的时间和石鱼距离枯水线的尺度等。

这些石鱼和碑刻是非常珍贵的水文资料，为探索过去1200年

以来长江上游枯水期的发生和水量变化的规律提供了极其准

确的科学依据，因此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加上白鹤梁上的题刻大多出自历代名家之手，具有极高的

艺术欣赏和保留价值，白鹤梁因此成为三峡库区惟一一处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抓住两个结果句，可看到，这一段中有

两层因果关系：第一层是白鹤梁为什么被誉为“世界第一古

代水文站”，其因是其前部分的表述；第二层是白鹤梁为什

么成为三峡库区惟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因应包括

水文价值与艺术价值两层。 该卷第7题是要考生根据文意，

判断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原因错误的一

项，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很轻松地判定D项“石梁上反映

长江水位的题刻大多出自历代名家之手，具有艺术欣赏和保

留价值。”是所选答案，因为这是白鹤梁成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原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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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