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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首席语文教师，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中考评价研究组成

员刘雪倩 相对于去年北京市中考语文大纲卷、课标A卷、课

标B卷，2007年北京市中考语文是统一在课标B卷的基础上由

北京市教委统一命题的。虽然不同区县的语文课本尚有不同

，但是对考生语文能力的考查却是一致的，因此对考生不会

有影响。 2007年北京市中考语文《考试说明》无论在考试内

容、考试形式，还是所考查能力方面都要比往年更加清晰、

更加明确了。 阅读理解方面，《考试说明》强化了鉴赏评价

能力的内容: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会

作品的内涵。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做出

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

验；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这也与《语文课程标准

》的要求有关:通过考查学生对形象、情感、语言的领悟程度

，来评价学生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水平。对于这项能力的要

求，相应的开放性题型会看好，即让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谈谈

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还不能脱离原文的精神主旨。从这点

来说，2007年中考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要求还是加强了。另外

，在写作方面，《考试说明》强调了要写自己的经历、见解

，文章要求思想健康。 那么，如何备战中考呢？刘老师建议

同学们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归纳反思查疑补漏 知己知彼 距离

中考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各学校正在进行系统复习。学生

下一阶段最需要做的就是归纳反思，“查疑补漏”，做到“



知己知彼”。首先，要明确考试的范围、内容。其次，就是

要知道自己的弱项之所在。 在知识的积累、记忆方面，就要

落实古诗文的默写，掌握字词的正确读音、书写、运用。这

些都是课本上的，不应该丢分。 在阅读理解方面，要明确自

己哪些能力有欠缺。要熟悉文章的阅读思路:粗读初知细读揣

摩深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哪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好，就应

该针对性强地进行训练。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多训练概括能

力；如果是后二者，就要结合语言环境，进入当时的情境，

结合写作背景和作者的写作主旨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总的说

来，就是要坚持统观，在此基础上理解局部段落或句子的含

义。 从2006年中考语文的考生答题水平来看，学生在语言运

用、识记积累和整体感知等方面的能力较强，而在概括要点

、筛选信息和形成解释方面的能力则相对较弱，尤其是形成

解释能力的得分率最低。因此，今年的中考生不妨在这些方

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在这里，刘老师向考生提供了一个

既有效、又“省劲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以前做的练习题

拿来，进行归纳和整理。鉴于同文体的文章，在考查内容、

考查题型和题的顺序上都大体一致，因此，可以熟悉相同类

型考题的思路，总结经验、教训。以记叙文为例，通常问题

多是:一让概括情节；二问对字词、句的理解；三让你就文章

的思想，结合自身体会谈看法或让你就文章的写作手法鉴赏

评价。考生可以将诸多试卷相同的题摆在一起，分析错误原

因，积累经验。 文言文阅读一定注意两点。其一，掌握必要

的文言基础知识。比如，在字词方面，掌握通假字、古今异

义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以及文言虚词的词义，目的是借

助文言基础知道，了解课文内容。建议同学们，可以把已经



学过的文言课文中的实词、虚词、句式进行归类整理，列成

表格，加深记忆。其二，理解文言文的内容。逐句捋意思，

精读文章，做到坚持“统观”，学会概括，对全文的思想内

容能够“整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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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