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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B0_88_E8_c65_646407.htm 湖北省2010年高考语

文《补充说明》与2009年的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和调整

。命题指导思想、考试形式、试卷结构、高考命题使用工具

书和古诗文背诵篇目与2009年保持一致。综合题型示例中不

难看出，2010年我省语文高考命题依然是稳定中力求创新，

新课程理念还将适度渗透。 三处微调 1.强调对应用能力的考

查 在命题指导思想中，微调了两处表述。2009年的表述为“

渐进渗透新课程理念”，2010年的表述为“渐进适度渗透新

课程理念”，突出了“适度”。近年来，我省高考逐渐在加

大新课程理念的渗透，今年这也将是一个趋势，但在度的把

握上有分寸，不会大幅度渗透，让考生觉得难以适从。 另一

处，2009年的表述为“注重考查考生的语文综合能力”，今

年表述为“注重考查考生的语文综合应用能力”，着重突出

了“应用”能力的考查。 2.难度控制表述更规范 在难度控制

的表述上，今年对容易题、难题的难度系数表述更加明晰，

如难度在0.70以上（含0.70）的题为容易题，难度在0.30（

含0.30）以下的题为难题。这样的表述更加规范，不会产生歧

义，教师和学生的复习更有针对性。 3.题型示例更新颖 2010

年《补充说明》的题型示例，沿袭了去年大量选用了外省市

近年来高考的经典题的做法，题型示例在“语用题”的选择

上显示出多样化，命题具有时代性、生活性、新颖性等特点

。今年的“语用题”有4道题选得格外新颖，要求考生解读图

表、第八届中国艺术节节徽和漫画等内容。虽然这并不意味



着2010年的相关题型会发生变化，但这样的题却暗含着如此

走势：重在考查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预测“走势” 1.稳中求

新 今年我省高一进入课改，这意味着2012年我省将进行“新

高考”。从近年来我省高考的走势看，今明两年我省的高考

将平稳过度。“稳”即保持能力立意、考点内容、基本框架

的稳定，同时注重考查考生的表达能力、阅读能力、思维能

力。在稳定中，我省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彰显湖北高考亮点：

选材注重湖北特色、力避陈题、设题角度新。 2.新课标理念

更显著 预计今年高考突出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的考查会加强

。语用题和作文题历来是湖北卷命题“创新点”，2010年会

有新变化，但无论如何变，有两点是不会变的：紧扣教材和

紧贴人文。湖北题结合了学生的现实生活实际，有湖北特色

，与课文结合的比较紧，包括当代的热点剖析，这是湖北的

亮点题。 备考方略 1.“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 这些试题，可

涉及字音、字形、词语、标点、句子以及文学常识等方面的

多个考点。重在多练、多总结。 2.“社会科学类或自然科学

类文章”的阅读 这一大题重在考查信息筛选和阅读理解的准

确性。答题时应通读全文，迅速形成整体印象。审准题意，

从内容上弄清是有关什么的选择，从标准上看清是选说法正

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根据题意，从原材料中找出与各个选项

对应的句段，从中提炼有效信息，找准已知条件。 3.“浅易

文言文”的阅读 文言文阅读是语文试卷中紧扣现行教材的一

个板块，纵览近年命题，不难发现，就选文范围而言，大都

是截取史书中的名家散文或人物传记作为阅读内容。 “理解

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要分析字形，辨明词义，从

字音上推测是否是通假字；用“互文见义”对照着解释前后



词；用成语推导词义；将给出的词义放回原文中检验。 4.文

学作品（主要是散文）的阅读 文学作品阅读是高考试卷中集

中体现语文课程人文性的试题，主观性强，答题要求严密，

评分要求严格。 答题时不要急于做题，在进入做题之前，应

通读两遍：第一遍速读，提取各段大意，建立起对文章的整

体认识，集中解决一个问题选文写的是什么；第二遍精读，

揣摩、参悟一些重要的句子、段落，对主旨产生一定的认识

。 5.语言的实际运用 从近几年的命题看，这一大题出现了不

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题，因而被誉为高考命题的试验田。答

题要点：a、审题要仔细：仿句要细到标点符号，概括要注意

信息点的把握。b、条件要符合：如果是一句话新闻的概括，

注意“报喜不报忧”的特点。c、形式要限制：仿句要注意修

辞及字数的规定，概括要注意字数。d、内容要创新：不要照

搬照抄，要开拓思维，注重积累。e、上下要协调：尤其是结

合语境的句子，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的暗示，使上下协调。 6.

写作题 写作文，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内容都是核心，一篇好

的文章一定有着充实的内容，让人读后有所得。因此，考生

在作文时，一定要紧扣内容下笔，写事就要将事情写清楚，

说理要有理有据。要保证文章的完整，在考场有限的时间内

进行缜密的构思不是每个考生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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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