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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面太广，应如何用一条合理的线把它连接起来? 高考试题

经过十几年的锤炼，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很明朗，也非常合

理的态势。就以文学学习来说，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无非是

吸纳和释放，吸纳就是读和听，释放就是说和写。高考只能

就读来考你的吸纳，就写来考你的释放。第一大题，第二大

题、第三大题的这种选择题，考的是纯粹的吸纳。第四大题

是现代文阅读的大题，是以吸纳为主，但是若要答出主观的

题目，就适当的需要你的释放的能力。第五大题，需要你想

好再写，依赖于一种吸纳的释放，以释放为主。第六大题作

文，基本上考查释放能力。这几大题就呈现了一个由吸纳到

释放的合理线索。 尽管题目的类型不一样，但是要求的考试

能力无非是四个字：确认、整合，确认就是语言单位的认识

，整合就是对语言单位之间关系的认识，牢牢把握住确认和

整合这两点，无论做语言知识、语言表达的题目，还有文言

文、现代文的题目，都应该能够取得很好的收效。 二、复习

时只做卷子而没有仔细的讲解，效果好吗? 这种效果当然不好

。因为老师如果大量地做题，而没有自己的甄别，很多题目

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例如现代文阅读，有些题和高

考题的信息阅读的思路、能力的要求把握得比较准确。但是

相当数量的题目并不是这种思路，要求的能力也很不清楚。

同学们如果做那种题目，你刚做一些好的题目，形成了一种

意识和思路，你再做差的题目就给冲淡了，甚至消失殆尽。



因此我觉得，做题关键在于领会高考题目的一种思路和能力

的要求是什么，这个题目必须经过老师的斟酌。另外，做大

量的题目，如果不经过消化也是没有用的。要经过三个环节

，一个是听老师讲，一个是写，就是大量做题，一个是想，

三个环节想是最核心的，如果不想，听和做题都没有用处。

大量地做题，往往冲淡了你想的时间，因此作用不大。争取

在老师的甄别之下做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老师的讲评至

关重要。 三、高考复习中语文课本究竟有没有作用? 高考尽

管脱离课本考，但是实际上课本有很大的作用。语文考试包

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语文的专项知识，尽管考题里不涉及术

语，但是在理解题目和回答题目中必不可少地需要运用语文

的专项知识，这些是语文课本上非常重要的内容。再有，同

学们不爱听老师的课，认为老师讲得比较陈旧，例如老师讲

文章的字词、段落、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这样讲有两个

作用，一个是帮助同学积累你的背景知识，例如你对人生、

对社会的认识。你不读鲁迅的小说，就和读过鲁迅的小说的

同学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也是为写作服务，因为读写结合，

把一篇课本的范文理解清楚，对于写作的提高是有很大的帮

助的。在课堂上利用课本同样可以做信息阅读的训练，这方

面需要老师很好地把握和驾驭。同学们其实自己也可以和高

考题进行比较，利用课本上的材料，进行信息阅读的训练，

毕竟课本在文章的规范性上与高考用的现代文阅读的文本是

非常接近的，这方面，它实际上比很多那种不太好的模拟试

题的意义更大。 四、语文水平不错，怎么进一步提高? 想在

短期内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平

时语文成绩很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能力很高，同时也已



经把答题意识和解题技巧充分发挥出来了，可能这样很难真

正再提高了。如果只是说语文能力很强，解题意识和解题思

路还是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提高的，那可以从高考题目的思路

，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解题意识方面多下手。比如诗歌鉴赏题

，既然我们知道，它只是从某种理解上出现的错误，只是错

误的选项，只是对词句理解上的错误，而不是真正的鉴赏，

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从这个意识上提高自己 五、文学常识

名言名篇怎么解析? 平时学习中读名言名篇，当然是多多益善

，但是应该读到确实理解了，尤其要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这样才可能在写作中发挥作用。 另外，背一些名言名篇，背

就是记得很清楚，理解得很透彻，才能背得下来。解答现代

文的题目，背景知识的积累比较丰富，也是有益的。文言文

考试的范围很明确，一个是世界上或者中国的一流作家的作

品，再有就是客观的一种扩展。有些考题中出现的一些二流

作家或者作品，多数是干扰性的，多数是正确的，用这个干

扰你，看你对一流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准确地把握了。 六、解

答文学鉴赏题有什么技巧? 鉴赏题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以前高考经常考的诗歌鉴赏题，名义上是考鉴赏，但是实

际上鉴赏是没法考的，因为所谓鉴赏是阅读者的主观和作品

的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答案是无法控制的。以前考的诗歌鉴赏题，

名义上是鉴赏题，实质上只是对那首诗歌中的某些字句或者

所用的表达方式的一种正误的判断。另一方面，是文学作品

的阅读中的文学鉴赏。这方面，应该把握几个要点：第一是

用什么手法，第二是这个手法的基本作用，第三就是它对于

表达文章的中心有什么意义，达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当然，



对阅读文章略作分析，在手法和表现的中心之间要搭一个桥

梁，这样大概就能够在现代文阅读的文学鉴赏中获得比较理

想的成绩。 七、社会科学文章的阅读技巧是什么? 以前的社

科文强调的是文化性和文学性，现在和今后的社会科学的文

章强调的是时代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类似于新闻的题材。

社科文考察的也是在一定的背景知识的积累上，准确获取新

鲜信息的能力，因此在阅读中做题的时候，如果陷入一种纯

技巧的思考，效果是不好的。考生应该随时调动自己的知识

储备，和自己的知识积累建立联系，这样通过现场的解读，

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八、做现代文阅读，特别是主观题

，答题时要注意什么? 现代文阅读它首先是一种信息阅读，明

确地说，就是利用阅读者的知识积累，以这个为依托，通过

现场的解读，准确获取新鲜信息，从而扩展、补充或者校正

自己的知识积累的过程。因为它是这么一种阅读，根据它的

这种特点，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例如它需要依托我们的

知识积累，我们就应该充分地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例

如2000年春季招生北京和安徽的试题，是考克隆羊多利的诞

生，这对多数阅读者来说是新鲜信息，*什么来解读它呢?文

章的第一段里列举了细菌、葡萄、草莓是怎么繁殖的，这在

阅读者的知识里是懂的，借助这个知识积累，我们就懂了无

性繁殖，象细菌、草莓、葡萄的繁殖，就是克隆。第二段和

有性繁殖的对比再次解释无性繁殖，有性繁殖又是我们知道

的，两次知识的积累，使我们准确地获得信息，克隆是无性

繁殖。我们读懂了克隆羊是无性繁殖，这是信息阅读的一种

过程。因此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一个是立足于调动自己的知

识积累，另一方面，需要准确地获取文章中的新鲜信息。准



确获取新鲜信息，一个是需要对文章的整体思路进行把握，

对文章的要点进行提取，另外一定要注意准确二字。 九、怎

样才能总结现代文问题中的主观题的答案? 主要是吸纳和释放

的结合，吸纳是需要你读懂文章，怎么样读懂文章，还要依*

你的背景知识的积累，根据文章的思路和要点的把握来准确

获取新鲜信息。 另一方面，要把题答好，首先要看题目问的

是什么，因为人家要求你筛选的信息，是在题中做了限制，

是限定你按照题目的要求筛选。对于鉴赏性的题目，首先要

答出要点，另外要结合文章做分析。 十、提高阅读练习水平

是否就是多读一些文章? 平时读了一些文章，但是读的目的未

必和高考做题的目的是一样的，平时读可能是娱乐性的阅读

，或者是专业性的阅读，和高考的阅读不是一种阅读，因此

需要的能力、方法，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你应该在复习的时

候，利用已经有的阅读的背景知识，转化为在信息阅读中使

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在考前，我觉得没有必要大量地

读其他的文章，因为所能考察同学的，无论是社会科学文章

、自然科学文章，或者是文学作品，所需要的背景知识的面

是相当有限的，因为需要有时代感，符合中学生的特征，需

要积极、健康、向上，在这个范围内，大概你所面对的十几

套模拟题，就足够了，因为它所使用的知识积累的背景是一

致的。所以你做一些模拟题，一方面是提高你的答题技巧，

同时也应该当做背景知识进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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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