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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杨金水 【试卷回顾】 今年的语文试题

取消Ⅰ、Ⅱ卷两个版块的标识，保留原有的7个大题、23个小

题的格局。在试卷结构、题型比例、考点分布和赋分权重等

方面，都保持了稳定，体现了“重视基础、突出能力、注重

人文性与审美性相融合”的命题风格。 【备考建议】 字音、

字形：不要大量做仿真题 大量做仿真训练题往往会越练越糊

涂。如今，一些备考资料中字音字形的训练往往挂一漏万，

大部分资料互相传抄。若依字词典和学生字词掌握的实际情

况来命题，学生答题会感到异常艰涩，很多字的音与形都没

有办法精确辨识。 建议：1、依常用字表和次常用字表3500字

作分析。2、找出问题字词，检测存在的问题。3、将第一步

中写错的字音和字形作为训练重点，记忆其音与形，力求精

准。4、以易错的音与形作语料，以高考仿真题的形式，做多

回合的训练。 词语：多积累成语熟语 传统的备考方式，往往

特别重视辨析方法。但词语误用的类型分析得再全面、再精

准，学生也难辨析某个具体词语的用法。 建议：1、多积累

常用词语(包括熟词等)的词义和用法，并在单位时间内尽量

多地积累，提高备考效率。2、通过造句等实在手段，筛选出

自己未能理解和掌握的词语。3、将筛选出的词语进行有针对

性的训练。 标点符号和病句辨析：强化语感训练 建议：1、

了解标点符号使用规则，形成标点符号正确使用的感性认识

。关注一些主要标点符号的常见错误用法。2、了解几类病句



的基本特征，在具体语料中形成对各类病句语言标志明晰的

认识，尤其需强化语感训练。 文言文部分：知晓命题技巧 要

想语文得高分，文言文必须得高分。最有效的方法是要具有

读懂课外浅显易懂文言文的能力。从知晓命题技巧和答题技

巧等方面，来提升文言文得分的空间。 如何轻松而准确地读

懂文言文？首先，考生要有信心，其次，要在相对集中的一

段时间内，熟读一定量的文言文语段，自然会获得这样的功

底。 古典诗词鉴赏：积累诗词数量 熟读并积累一定数量的古

典诗词，是读懂古典诗词最为有效的方法。 建议：1、按照

诗词原文、诗词大意和简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点的鉴赏，

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诗词及其鉴赏的经典表述；2、根据诗词

原文，不参考大意，简要鉴赏出诗词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

，难度进一步加大。3、做高考仿真题训练。 现代文阅读：

突破核心环节 第一，要从阅读习惯入手。先要明确文章中的

十几乃至几十个的意义点，然后将这些意义点之间的逻辑关

系弄清楚，再由句子到句群，由句群到句落，由段落到层次

，最后把握全文大意和文章主旨。 其次，在于积累和丰富思

想，提高认知能力。目前，学生失分的主要原因是读不懂文

章，读不出文章的主旨。学生可将阅读材料的文字从头认到

尾，但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表达什么，却无法把握清楚。 第三

，把握文本的中心、主旨和写作特色，突破阅读的核心环节

。高考阅读能力考查无非是以具体题目的形式考查学生解读

文本的能力。应该说，不少学生虽然接受多年的阅读学习，

但对什么是阅读，对文本解读并没有真切的体验。 第四，体

会文本、题目和答案三者间的逻辑关系，不断推敲答案，缜

密思维，形成追求精美答案的意识。导致失分的原因是考生



并没有建立起阅读材料、题目、答案和评分标准四者间的逻

辑关联。 第五，从概括、阐释和赏析等角度来训练阅读的专

项能力。纵观历年的高考阅读题目，大致分为三类：概括类

题目、阐释类题目和赏析类题目。 作文：测试难度最高 作文

的测试难度是所有学科学习内容里最难的，分数高，也直接

决定了考生的前途和命运。 复习时，首先要了解当今时代的

鲜明特点，再找出最能体现当今时代的人物、事件、现象、

观念，然后从中选择与自己有某种关联的人物或事件来作为

自己的写作领域，通过拓展阅读，反复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

。 其次，在众多开头形式中选定几种形式，分析其句子结构

及句意关系，借鉴仿句练习的精确训练形式，来改造自己写

过的作文，并将其演练娴熟。开头、结尾、结构、文采等，

都选取几种形式将其演练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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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