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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苗书敏康梅海蓉 归纳总结一下初中三年的语文学习，不外

乎是背一些、写一些、说一些，也就是说要积累一定的古诗

词，写一些心得、感悟、想法、片断，学习在一些生活场景

说一些合适的话。怎样才能让自己背得有用、写得生动、说

得得体？怎样才能提高语文复习的效率？这就需要我们仔细

斟酌以下几点： 一、积累与运用，重平时的分类整理和熟记 

语言的积累与运用是语文的基础，在中考试题中占20分左右

的分值，考查内容为初中语文课本中的语音、汉字、词语的

运用和语法、标点、句子的实际运用以及文学常识和诗句的

默写。对于这些知识点，学生应将所有知识进行分类整理，

并强化记忆，用做知识卡片、读背、默写、听记的形式熟记

于心。字词音义、诗句默写等内容，可每周进行一次默写训

练，这样不仅能熟记，还能记得准确，保证在考试中不丢失

分数。 二、现代文阅读，重整体感知和顾“文”思“义” 现

代文阅读是中考的一个重点，更是一个难点。在做阅读训练

题时，有很多学生整体把握很好，也能准确地按照题目的要

求答题，但是由于其表述缺乏规范性而导致失分较多，主要

表现在：①不能用完整的句子特别是陈述句回答问题，句义

表述不完整；②语言表达不流畅；③答题抓不住重点，答非

所问。 针对这些问题，复习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整体

感知，把握内涵，重点突破，领会主旨；审查题干，筛选信

息；严整表达，突出重点。在整个答题过程中，必须做到以



文章为中心，做到“词不离句，句不离段”，筛选信息，顾

“文”生“义”，从文中找答案。不论是记叙性的叙事散文

，还是时代性强的议论文，或者是科技性的说明文，题目的

设计都与文章的中心有密切的联系，而文章的主题根植于文

章的内容，内容决定文章的主旨内涵，所以在阅读中一定要

强调整体阅读与感知，在了解并熟知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找

准重点语句，把握文章内涵。如，进行记叙文的阅读训练时

，整体阅读后总要设置这样一系列问题：①请用一句话概括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②读这篇文章，你感觉本文作者想传

达给你什么样的信息？③你对本文的写作方法有什么评价？

④如果让你出题，你将设置什么样的题目？⑤细读所设置的

题目，看作者是就哪些段落进行设置的？⑥文中你最感兴趣

的语句段是哪些⋯⋯通过这一系列题目的设问，学会感知文

段，有准备地答题。同时，要认真分析题目的要求，善于从

已知条件中发现可用的信息，从设题与相关语句段的关系中

找答题的依据和思路方法。切忌在做题中断章取义或不看题

目、无目地或想当然地答题。 三、文言文阅读，运用辐射法

培养知识的迁移能力 中考语文题中文言文阅读多是考察文言

实、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特殊字词的分析、语段阅读赏析及

古文翻译。复习中可用知识辐射法，以本为本，以本为纲，

如掌握某篇文章中的某一词语时，可回顾相关课文中该词的

意义与用法，并将它们进行辨析与归类，这样既在相关联系

中辨析了词义，又在重复中加深了记忆，举一反三，见一而

知类，把教材用尽、用足，夯实了基础，即使遇到课外文言

语段，也可以灵活应对了。 四、写作训练，采取三线并行的

方法 作文是中考的半壁江山，它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中考成绩



的高低，然而在复习中，学生受素材匮乏、生活阅历少、思

路不开阔的局限，复习效果不是太明显，成为学生中考作文

出彩的瓶颈。对此，建议采取三线并行的方法。 一是写作知

识专题编导。即就写作过程中的拟题、审题、立意、构思、

选材、语言表达、结构布局等方面，一周一专题，引例进行

知识与写作实践的辅导，辅以片断写作方式，让学生加以练

习。 二是鉴赏蓄积，储备素材。“赏”即欣赏佳作。佳作并

不匮乏，我们平常的阅读材料就是一个美文库，要在平常的

练习中用心体会。“鉴”即借鉴择取。蓄积就是积累写作材

料。对于初三学生而言，自己的生活本身就能引发他们纷繁

的思绪，临考期间紧张的学习感受，同学间或明或暗的竞争

，老师的殷切期望，家长的百倍呵护，同学情、师生情、亲

情交织在一起，足以构成一曲情感交响曲，足以为中考作文

写作蓄势。 三是各类题型的集中训练。即就中考作文中的话

题作文、材料作文等各种形式的作文类型进行写作方法与技

巧的指导与训练。 总之，进行总复习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

地练题，一定要多动脑子，要多看方向，多研究问题，这样

才能有效率地复习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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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