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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

之 语文

平时多读“水浒”，考时才会“活学活用”

启示：留心知识积累学会“活学活用”
今年的试题对学生的考查重点，侧重于基础知识的识记、运用与积累。
第六题关于“水浒”题目，考查了学生的语言积累以及语言运用的技巧。如果学生不了解“水浒”故事情节，难度会大大增加。这

就要求学生平时一是读些名著，二是对这些常见的故事、知识点要多留心。
第七题的第二个小问考查语言的连贯，这样的开放性试题更加明显地体现学生的理解能力及语言运用能力，语言必须通顺，并

且还要达到题目要求——符合说话人身份及相关材料的连接。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材料生硬连起来，得分只有一半。这就考查了学
生在平时的学习积累中，有没有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位，比如如何将上句话和下句话串起来。平时多留心，可以发现在电视颁
奖典礼或者导游的解说词中都能学到。

每年大多数学生都反映，“容易丢分的在阅读题和材料理解题上”，今年仍是如此。
比如11题的“第⑩段中画横线的句子在文章结构上有什么作用？”若只答过渡或承上启下，只能得 l分。原因是缺少了对于文章

段落间的理解，加上“收缩前文的叙事部分，引起下文的议论、抒情部分”，答案就较完整。
议论文的段落，考查的题目很浅，但拿全分难。如十六题的论证，需要学生完全理解全文的框架才能回答完整，只答“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给1分。这也提醒了下一届考生要注意“完整性”。

建议：加强大、小作文的练笔结合
从初一开始准备一个字词纠错本。注重平时对字词的积累。对一些常用的多音字、形近字、成语要加强

积累，勤查字典，弄懂意思。比如，“寒暄”的“暄”明白是“温暖”的意思，就不会写成“喧”。
对名著的阅读一定要落到实处。课标提出要“读好书，读整本的书”，不能用题海战术来代替读书。今年

的名著考察就是让多读书的同学“得分”的。要熟练背诵并准确默写所有课标推荐篇目（50篇）。古诗文背默
不仅要背课文中的，课标推荐的附录诗歌也不可忽视。今年古诗文背默的8分，其中5分为“人教版”附录的诗
歌。熟悉各种文体的考查内容。文学作品、科技作品、议论文考查的内容各有不同，要按课标规定进行系统把
握。

文言文阅读要兼顾到课外，要注意与课文作者、内容等有关的课外小短文。但一定要以课内文段为重心，
课外的考点还是在课内。这两年的课外文言语段所占比重都较小，今年只涉及1分。加强平时的作文训练。
作文占50分，不能因为平时作业多，就有了忽略作文训练的借口。平时要多练习，利用“小练笔”来练语言、写
感悟，“大作文”练构思、学立意。要把阅读与作文联系起来。要加强练字。虽然今年试题中没有专设“书写”
题，但作文评分标准中有书写要求。再加上现在是网上阅卷，对书写的要求更高。

变化：要加强运用能力的训练

语文命题依据课标要求，注重考查学生
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重视语言文字的实际
运用能力，这些与往年都是一致的。但试题
也从四个方面体现出“变”的方向，这就要求
学生平时在学习中，要加强运用能力方面的
培养与训练。

今年语文试题由积累与运用、现代文阅
读、古诗文阅读、作文四部分组成，且各部分
题量、分值基本一致，这是与往年相比试题
中“稳”的部分。

具体说，就是考查字音和字形、古诗文默
写，都为课标推荐必背篇目；语言运用题仍是
给出两则材料，考查筛选信息、概括能力、实
际应用能力；现代文阅读还是两篇文章，古诗
文阅读仍为一个课内语段和一个课外语段的
比较阅读，考查内容为对词语、句子的理解，
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分析、概括；作文仍是“命
题（半命题）作文+材料作文”二选一的形式。

而今年语文试题，在“变”的方面也较突
出，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文试题向更实
际的运用能力方面靠拢。

变修改病句为考查语言的连贯。名著
考查难度加大，要求按情节顺序填写故事名
目，绝非通过做几道名著题就能拿分的，且
分值由去年的 3分选择题变为 4分填空题，
增加了对文学、文体常识的考查。现代文阅
读部分，变为“文学作品+议论文”。

语文科目采访对象 郑州中学语文老师武鹤 新东方语文老师蓝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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