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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考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当前同学们对语文复习存在着

这样两种心态：一部分同学认为语文知识点繁多，而且中考

侧重考查学生的课外迁移能力，考查课本的内容仅有12分，

因此往往把精力投放在一些“速成”的科目上，复习语文时

十分浮躁；也有一部分同学认为，认真复习课本的知识后，

也做了大量的阅读题，考试却不见成效，感觉语文复习无从

下手，于是干脆放弃。这些做法都是很不可取的。实际上，

语文学科同其它学科一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和复习规律。

从前几年学生复习情况来看，在冲刺阶段，若能够按照老师

的复习计划，复习形成知识网络，答题依据正确的技巧方法

，稳扎稳打，考试前做到成竹在胸，考试中是能够取得理想

的成绩的。 那么，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讲究哪些策略和

方法？ 下面结合我们学校老师在最后复习阶段的几点做法，

简单谈谈： 首先，应认真“吃”透近两年济南市的中考题。 

近两年的中考试题，在试题结构、命题内容和题型、题量上

基本上没有变化。试卷分为“积累”、“文言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和“作文”四大板块。试题内容也保持相对的

稳定，测试目的明确：从课内外名言名句的积累运用，到课

内外文言文的阅读，再到课外现代文的阅读，最后是话题作

文的写作。重视考查学生的知识积累，尤其是注重考查学生

联系生活实际和生活经验，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对于近两年的中考试题，应该怎样分析？现仅



就试卷的四大板块简单说明。 一、积累部分。考试的范围基

本是初中教读篇目中要求背诵的名篇名句。背诵复习不但要

强化记忆还要理解记忆，并且能够灵活运用。不但篇篇背诵

，还要字字落实，尤其是平时默写时经常出错的字，更要时

时“温故”。切记：一字出错，满“盘”皆输。 二、文言文

部分。课内文言文考试的范围是初中教读篇目。复习时一要

抓好重点。根据考纲的考查范围和要求以及自身的熟悉程度

对复习内容进行取舍、侧重。一般考查常见的文言虚词、实

词的含义和用法。实词则常常考查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

类活用的词语；对句子的考查则侧重于关键句子的句式和句

意；对内容考查就与现代文基本相似。从字、词、句到文学

常识以至思想感情、表现手法等，都要拎出要点，总结规律

。二要选好篇目。选取教读篇目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它

们往往也是文言文中最典型的、知识的覆盖面最广的文章，

这样复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两年的中考课外文言

文阅读大多选择故事型的文段。内容比较浅显，考察内容基

本与课内部分相似。做题时一定要注意与课内学过的课文或

知识点相联系，注重由课内向课外的迁移运用。 文言文阅读

题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翻译类。此类题解答思路是：（1）

粗知全文大意，把握文意的倾向性。（2）详知译句上下文的

含义，并逐字对应翻译，做好换、留、删、补、调。注意翻

译时应抓住句子中关键字词，这些字词往往是得分点。（3）

还可由现代词、成语推导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4）另外还

要注意词类活用、古今异义、通假、偏义复词等特殊现象。

（5）若直译不通，则用意译。须根据上下文推导，不拘泥于

原文结构，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推想。 二是启示类。解答这类



题目时要注意思想倾向，抓住作者基本的感情立场，联系文

章主要情节及主要人物，抓住评论性的语句从多角度、多侧

面思考作答。 三、现代文阅读部分。要把握“考点”，掌握

答题技巧。 近两年的中考现代文阅读的选文大多是一篇偏重

于议论的散文和一篇自然科学类的文章。因此，在最后复习

中，在课外选段上应尽量多选取这两种类型的文章进行练习

。另外，在阅读题目的设置上，一般都是按照“整体局部整

体”的顺序进行考查。做题时要牢牢地记住：“答案不在你

的脑子里，答案只在原文中”，同时这也是我们检验解答效

果的唯一标准。 任何文段的考查都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信息

的筛选，二是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和分析。在阅读复习中，应

该注意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联系，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文章

的写作意图，做到从整体上把握文章，首先弄清“写了什么

”“为什么要写”这两个问题。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是“靠

船下篙”在原文中找线索找答案。比如，整体感知类的题目

，常常要求考生回答“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或者“作者

的主要观点是什么”等问题。做此类题，答题时应从三个方

面来考虑：一看标题，二看开头、结尾，三找议论、抒情的

语句。这些常用的方法和思路一定要熟记于心。再比如，同

学们认为最难回答的“理解句子含义及作用”这一类题目，

我们可以这样作答：先观察句子的特点及位置，分析其在表

意和结构上的作用；结合语境，抓住句子表达时最关键的词

语，指出其语境意。此类题目考查的大多是那些在文章表达

中起关键作用的语句，或是一些运用比喻、反问等修辞手法

的句子，所以分析把握句子的特点是做好此类题目的要诀。

凡述种种题型，都有一定的解答思路和方法，所以做阅读题



切忌盲目。 四、作文部分。“话题”作文仍然是今年考查的

主流。 在最后阶段要多读书看报，开拓自己视野、了解时代

信息、把握时代脉搏，并学习别人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

为写作积累素材，补充新鲜血液。虽学习比较紧张，但仍要

每天“挤”出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来看书读报。在写作中，

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大题化小，以小见大，学会

“一滴水里见阳光”“半瓣花上说人情”；善于联想，张扬

个性。让文章体现出你真挚的感情，丰厚的文学积淀，做到

文质兼美，富有生活气息。 其次，在复习中要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历年的答卷中都存在着一些考生不认真看原文，不

能认真审题的毛病。平时做阅读练习，一定要养成认真审题

的好习惯，抓准题眼、抓住关键词句，再作答。另外，书写

也应重视，若平时书写潦草，则会在积累中出现错别字，在

写作中丢掉书写分。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若平时不能养

成良好的阅读和书写的习惯，考试时也就会出现一些不必要

的丢分。 总之，“厚积而薄发”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提高语文成绩，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正确的答题思路，

以及较强的理解表达能力。当然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在复习中有所侧重。若三者都能兼顾，相信你一定会在

中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制定计划 勤于复习 中考临近，有些

同学开始紧张慌乱起来，对下一步的语文复习感到有些困惑

，总觉束手无策。在此，我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就语文复

习谈几点自己的意见，希望能为同学们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

。 一、认真解读《考试说明》，强化目标意识 《2003年语文

考试说明》是中考命题的直接依据，为了不走弯路，提高复

习的效率，我认为同学们要在老师的引导下，认真学习《考



试说明》中所列考项，明确目标，逐项对照，务求落实，使

复习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二、制定精密复习计划 “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有效的行为来自精密的计划。同学们要在

老师制定的复习计划下，有自己的个人计划，包括时间和内

容的安排，也包括复习的方法和巩固的手段。 三、重视专题

复习 2月上旬4月上旬是第一轮复习，着重于从课本入手，依

纲扣本，在字、词、句、篇中夯实基础。经过第一轮复习，

我认为第二轮复习（4月上旬5月20日左右）应该进入专题复

习阶段，即根据《考试说明》和中考命题规律，打破学科原

有顺序，将它们分门分类地进行整理并强化训练。在语文总

复习中，我认为专题复习是最重要的阶段，通过这一阶段的

复习，可以使以前散见于课文中的基础知识系统化，使同学

们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来俯视语文知识体系，消除那种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的迷茫。因此，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一阶段的复

习。 根据《2003年语文考试说明》中的所列考项，我们可以

将复习内容归为四个专题：一是基础知识。包括1语音2汉字3

词短语和句子4标点5修辞方法6文体、文学常识。二是文言文

阅读。三是现代文阅读，包括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小

说、散文等。四是写作。在进行专题复习时，首先要明确每

项专题的复习要点，然后再结合练习进行巩固。在复习过程

中为了便于更好地记忆掌握一些知识，我们还可采取列表、

再分类的形式。如复习文学常识时，可按作者姓名、时代（

国籍）、对作者评价、篇目、体裁、出处列表归类记忆。复

习文言文时，可按通假字、词类活用、文言句式、常见文言

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古今词义等类别列表归类掌握。根据近

年来中考中古诗诗文积累默写部分开放题型的出现，我们也



可试着将古诗文分类整理记忆，如可分为壮志抱负、战争场

面、爱国忧民、亲情乡愁、山水田园、边塞风光、春夏秋冬

、风花雪月、劝学惜时、乐观自信、富含哲理、咏史怀古、

逆境磨砺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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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