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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64_353916.htm 加强语文知识的积累和运用，

这是新课标的要求，自然也是全国中考语文命题的热点

。2007年各地都十分注意知识考查与能力考查的关系，如对

常用字的认读与书写、近义词语的辨析、成语使用正误的判

定、语序编排与调整、古诗文默写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无疑是古诗文默写题。古代经典诗文是语文积累的重要内容

。从手头资料来看，考查古诗文默写的试卷比例是100%(湖北

宜昌实行开卷考试，但也在现代文阅读试题中涉及了这一内

容)，赋分3～15分不等，充分表明了各地命题者对这一内容

的重视。按照赋分比重来看，大多数试卷的古诗文默写分值

比重在6%左右，而深圳卷和上海卷都达到了总分值的10%，

对考生古诗文的背诵积累尤为关注。 从考查方式来看，全部

以直接填空形式考查诗文默写的卷子进一步减少，90%以上

的试卷都涉及了对诗句内容的理解和其在特定语言情境中的

具体应用，比如四川成都卷第11题：“花、鸟本是能引起人

们美好感受的事物，但在杜甫《春望》诗中，一句‘ ， ’却

借花、鸟传达出作者深深的忧国和思乡之情。”再如福建福

州卷第9题：“中秋明月映照着浅浅的海峡，遥望台湾，思念

亲人，人们不禁吟诵苏轼《水调歌头》中祝福亲人的名句：

‘ ， 。’” 这样的考查方式，体现出在课标指导下的中考正

在向着考查能力与素质这一方向迈进。从这些试题来看，各

地中考命题者已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语文知识积累不能停

留在死记硬背上，必须能够正确理解运用，这样的积累才有



意义。这样的要求，也符合课标对于语文课程性质与教育理

念的定义。据此我们预计，2008年各地中考试卷上，以简单

填空形式出现，单纯考查知识记忆的题目将进一步减少，结

合内容理解和实际应用的考查题目将进一步增多，希望广大

师生在备考时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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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