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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作文抓住三关键 2007年湖北语文高考卷分析 跟去年相比

，2007年湖北高考语文试卷在题型、题量、赋分及权重等方

面均保持稳定。 命题上依托高考大纲，回归课本，注重对考

生基础知识和综合素养的考查形式趋于成熟。湖北卷2004

、2005两年保持了题型、题量、赋分及权重的稳定不变，经

过两年的过渡适应之后，2006年，对试卷的结构进行了微调

。总题量、一卷客观题的题量和分值都减少了，二卷的题量

保持不变，但主观题增加了分值，这体现了加强能力立意的

命题原则。2007年的试卷结构形式又与2006年保持一致，体

现了湖北命题“稳步改革，循序渐进；注重基础，突出能力

”的命题指导思想。不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变化，重在内容上

的创新，使得湖北卷显得稳重、中庸、本色，逐渐走向成熟

。 强调内容创新，突出能力考查。2007年湖北卷的语用题中

，20题内容涉及到“八艺节”，看图和写对联综合在一起考

查，很有新意，也有较高难度，与单纯的看图写话题比较，

含金量就高多了。22题仿写题虽为老题，但因为内容是涉及

奥运的重大题材，且形式为歌词，构思也就有其特点了。作

文题内容联系实际，较好地控制了审题难度，并鲜明地提出

了“三自”要求。现代文阅读材料，在选择散文体的小小说

文体和爱情题材的文章内容上，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文言

文阅读材料，虽为年谱，但近似于人物传记，仍属于浅显的

范畴。 发挥考试导向，适当回归课本。2005年的湖北作文命



题材料选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人们发现它源自于高中

语文读本第五册，于是，大家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高考试卷与

高中课本联系起来了。2006年试卷中的21题，为课本剧汇报

演出写串词的内容，那就是命题者有意为之了。写好这段串

词的前提必须是基于对《雷雨》、《罗密欧与朱丽叶》、《

长亭送别》三篇课文内容的基本记忆和理解。2007年试卷中

，命题者特意设了一道概括林冲和杜十娘形象的4分题。到此

，湖北高考语文命题有意发出明显信息，高考应适当回归课

本，已是必定无疑的了。 据湖北省2007年考生答题抽样分析

来看，以下几方面属于考生答题的难点，得分率往往不高。 

单选题得分率较低的内容为近义词辨析、语病辨析、小阅读

、文言文阅读，主观题较难的内容为散文阅读、图文转换、

课文内容（概括林冲、杜十娘的形象）。 这些难度不可能是

绝对难度，因为它与材料的选取、命题的角度、考查点选择

的随机性等有关，但它所体现出的基本的东西还是有着必然

因素的。因此，考生在复习中对这些相关的内容就不能不引

起特别的重视。 此外，作为赋分值最多的阅读题和作文题，

考生丢分也相当严重。高考试卷中，阅读所占比重很大。学

生答题失误，主要根源在于没有读懂文本。一首诗抒发的是

什么样的情感，一篇散文告诉读者什么样的主旨，学生没有

弄懂，答题当然就是盲目的。考生应通过有效的训练提高阅

读能力。 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三足鼎立，学生写

惯了话题作文，写起命题作文反倒写不好了，尤其是不会写

材料作文，他们容易将其写成话题作文，以致脱离材料的限

制，偏题跑题现象严重。其实这两类作文有很大区别。材料

作文限制大，范围较小；话题作文限制小，范围较宽。但这



两类作文往往都会提供一段材料，分清两类材料的区别非常

重要。材料作文中的材料，是文章立意的根据；话题作文中

的材料，只是为了引出话题。材料作文是根据材料去作文，

话题作文却是根据话题去作文。 复习备考建议 湖北试卷总的

趋向是，强调考试内容尽可能多的覆盖面；而且，命题者也

在反押题，如去年很多人估计2007年试卷不会再考标点题，

但它偏就考了。对考生而言，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立足于考点

的全面复习，而不要相信道听途说或者猜题押宝。 复习的重

点要分析试题走向：对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实用性的字音

、字形、词语、语病4个方面内容的考查，是2007年多数省市

试卷共同关注的重点，2008年亦当如是。近3年的语言运用题

所体现出来的“生活实用性”日益明显，它正有逐渐取代那

些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为修辞而修辞的文字游戏类题目的趋

势。文学常识的复习以高中教材中出现过的内容为主，名句

名篇的内容以高中课文中要求背诵的内容为主，要特别注意

提供情境默写的命题形式，这有赖于考生对课文的熟悉理解

程度。背诵课文要以“篇”为基础，而不仅仅以“句”为单

位。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诗文阅读要注重文本的整体阅读和

理解。读任何诗文，不管考题有无涉及，都要问一下自己：

文本的主旨是什么？它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搞清这个前提，

解题的准确性才有基本保障。同时，还要重视新课程标准中

“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评价”、“探

讨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对作品进行个性

化阅读和有创意的阅读”、“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

代精神”、“探讨文本中的疑点和难点，提出自己的见解”

等内容在诗文阅读考题中的“逐渐渗透”。 写作要抓住3个



关键：一是审题关。一篇文章的成败与否，审题首当其冲。

学生要认真对作文材料或题目以及写作要求进行分析，迅速

而准确地了解命题的意图，弄清写作对象、范围和重点，确

定体裁，明确立意，才能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写作。二是选角

关。如今的高考作文命题，不管何种形式，在写作角度上，

都给学生留下了选择的空间。在考场上，考生要用最短的时

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角度，确定考场作文的思维大方向。

角度定了，才能顺着这个角度去选材；角度定了，才能深入

下去，产生文章的立意。三是积材关。“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学生要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生活

，把视野放得更宽，不要动不动就拿几个古人说事。要落实

三个“有”字，即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言之

有物”是对文章内容的要求，文章要写得丰富厚实，有针对

性；言之有序是对思路结构的要求，好的文章要讲究行文思

路和基本章法；言之有文是对语言的要求，首先做到准确，

还要追求生动。要重点训练好三种作文形式：材料作文、命

题作文和话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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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