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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这最后的3周时间，有效地进行语文学科的梳理、复习

呢？对此，我们有如下建议。 第一，改大量的模拟试卷反复

训练为试卷答题策略和方法的研究。现在被动地应试练习式

地就题答题的方法应提升为对语段写作思路和命题思路的研

究。探讨一下语段作者究竟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

的好处在哪里等问题是极有必要的；揣摩一下命题老师是依

据什么来设计某一试题的，其中的关键之处又是什么等问题

。 第二，在综合梳理的基础上，寻找并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缺

陷、能力上的不足。然后加强针对性的训练，以求达成最佳

效果。 第三，以个人复习为主，争取尽可能多地与老师和同

学交流、讨论。语文试题的主要内容阅读、写作题中，有相

当数量带有个性的答案，因此答题产生片面的情况在所难免

，与他人的交流、讨论可以有效地开拓思路、弥补个人思考

的狭隘性，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具体地从中考语文试卷的构

成状况来分析，学生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确定各自的最后

阶段总复习策略。 文言文阅读：几种题型该如何应对 文言文

阅读包括诗文默写、加点词语解释和课内外语段阅读理解几

个方面的要求。默写要求一般为名言佳句，学生应更多关注

那些描写、抒情、议论好的句子，一些能集中体现诗文主题

的句子也应该特别加以重视。在临考前，默写并交错检查的

效果远比单纯背诵更好，发现有错、漏、添、改等处，宜反

复默写以加强记忆。加点词语的解释，指的是在具体的语言



环境中对词语的理解，因此死记硬背所谓的释义并不可取，

切实掌握那些常用的词语和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的词语在具

体语境中的意义是合理的，此外，还需留意词类活用等语言

现象。课内文言语段阅读着重考查的有三方面：一是文学常

识，一般为作品作者及其生活年代，如能了解其主要作品则

更好。这可以对范围内的作品列表梳理。二是用现代汉语解

释句子，其要点是准确把握重要词语，学会调整词序，以及

适当增删相关的句子成分。复习时应更留心于那些描写、抒

情、议论较有特色的句子，和那些与中心、人物密切相关的

句子，此外还应注意解释句子要联系上下文的意思。理解题

的复习，可以着眼于理清语段的行文思路、概括大致意思、

了解人物和作者的感情因素以及理解语段的启示意义等等；

如果学生能对语段中重要句子的含义有所思考理解，那就更

好。比如2007年三种版本均考查了人物或作者观景时的心情

，或者场景所反映的人物心情。课外文言语段的阅读要求大

致如课内语段，试题侧重的是文言字词知识的迁移，以及对

文本的理解。其中较易使学生产生疑惑的是后两个理解题，

其一往往考查学生对文本人物或事件的解读，答案常或明或

暗地蕴含在语段中，只是要注意有时需用现代文来写出答案

。其二是超越文本故事的感悟或启示，需要学生在读懂读通

的基础上作提炼表达，要求相对要高一些，如同卷中要求考

生写出寓言告诉人们的道理是“不要墨守成规”等。集中对

此类练习做一定量的复习是需要的，特别是提炼感悟的训练

更为必要。 写作：今年会对写作内容作适当限制 一是第2个

语段中的片断写作题，要求在读懂文章的前提下围绕某一议

题做简单议论。通常的写法是，先明确表述自己的观点，然



后用几个句子对比展开论述，末尾最好有联系自己(如议题为

社会性的，还可以联系社会、学生群体等)的表达。论述中如

能做到有一些层次，那效果就更好。 二是大作文的备考。今

年中考作文不论是半命题还是全命题，不论写个人或写群体

，都会对写作内容作适当的限制，因此审题的重要性是毋庸

置疑的。备考时大量参考现成的所谓佳作并不可取，从生活

中选取材料、从自己的好文章中借用材料，然后贯注真情实

感才是可靠的方法。要完成一篇文情并茂的试场作文固然要

平时多读、多思、多练，但内容切题，特别是构思巧妙仍然

是有力的支撑。此外，文中用适当的抒情、议论来点题或深

化主题，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这里提供几例作文题以作审

题、选材和构思的参考：“期待________”，“生活是一本

书”，“校园风景”，“我们一起走”，“失败算什么？”

，“为__________喝彩”，“我(们)看到了__________”，

“难忘_________”；“曲终人未散”，“感受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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