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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授业B14

作文
以“我”为圆心适应社

会价值观
考场作文就是快速展示自己，备考

时应注重速度的训练，并从字体、篇幅等
细处着眼去适应考场作文的要求。

建议：从立意、材料等方面去适应社
会的价值观。有利于形成以“我”为圆
心，以“我们”的所见、所思、所为、所感为
半径，抓住美好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
描写快乐的时光，渲染一种令人积极向
上的氛围，展示丰富的情感世界。

政治：提高认知能力

近年来，高考试题对政治的考查也更生
活化，更加注重学生的认识能力。葛老师建
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要强化主干知
识的学习外，还要做到活学活用。

建议：主干知识，高一要注重经济生活
之价值规律的运用和国家制度，这是必考
点。高二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
扬和哲学生活。活学活用。要学会结合实
际生活，结合时事热点，运用政治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观点，分析认识当今一些社会现
象，解决实际问题。在很多主观题的考查中
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此外，从近几年高考的出题方向来看，
主观题这一块有关探究题的题目增多，如，
提供一些材料，创设一些情景，让你发表自
己的看法，其目的是考查学生获取信息的能
力、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论证和探讨问题
的能力，因此，考生在掌握基本知识，活学活
用的基础上，还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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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省实验中学教学一线秦老师

语文得高分
综合与知识迁移能力不可少
做题要密切联系生活，注重探究性训练；作文要以“我”为圆心适应社会价值观

随着中招考试的日益临近，许多同学认为，语文学科靠的是平时积累，复习没有明显提高。省实验中学多年从事一线语文教学的秦
老师认为，语文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和复习规律。复习中要紧扣《新课程标准》，抓基础知识，注重探究性训练，钻研
历年试题，寻找共性技巧，在中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晚报记者 唐善普

中考命题一般是遵守教材大纲的，必须
准确地把握中考语文考试的范围和内容，减
少盲目性。认真梳理知识点，每天利用自习
和晨读的时间做一些训练。对字词中的重
难点尤其是成语类背诵、默写。今天的问题
绝不拖到明天解决，今天写错的字明天一定
要有检查，看看是否能正确书写。这两年
来，郑州市的中考卷子已经进行了网上阅
卷，对考生的卷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
对工整的书写重视，以免丢分。

综合性学习方面，不要靠单纯的知识记
忆。要侧重通过学习活动获得知识与能力
的灵活运用，以及情感和价值的评价。

建议：注重课本基础知识，语音、汉字、
词语的运用、病句的辨析与修改、文学常识、
诗句的默写、名著、综合性学习。名著方面
则需将课后“名著导读”的内容加以筛选，把
握好重要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的性格。强
调理解、注重表述。

综合复习
夯实基础知识、注重综合学习

复习中考的阅读时，选的材料要关注社
会、关注生活、关注与学生有关的热点，形成
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学
品位和审美情趣。

综合往年试题发现，中考的阅读材料全
部选自课外，但考查的知识点和能力点都在
课内。这就是对学生知识迁移及举一反三的
能力的检验。复习中，在几次练习后，应做一
个有针对性的小结，对部分试题进行深层挖
掘，剖析试卷中有共性的问题。

建议：做题时要在文中找出你最欣赏的
语句或词语，明白好在哪里？回答时要注意：
从形式上看，是不是恰当地运用了修辞方法、
表现手法，是不是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如
果确实恰当运用了修辞方法，一定要结合具
体的语句讲出这种修辞方法的好处。

从内容的角度看，是不是很有哲理，寓意
深刻？是不是让人心灵受到震撼，或回味无
穷？这样练习多了，就能很好把握做题技巧
与规律，并可得高分。

河南省近几年一直在倡导课内外对
比性阅读，用课内所学知识武装自己，解
决课外古文的理解分析，其难度一般是比
较小的。古诗文考试的范围基本是《新课
程标准》中“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中的
名篇名句。明白诗词常常考查一词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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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复习要理解记忆，并且能够灵
活运用，尤其是平时默写时经常出错的
字，更要时时“温故”，反复记忆。多作古
诗文分析，从字、词、句到文学常识以至思
想感情、表现手法等，都要找出要点，总结
规律。古诗词的考查，重点落实在名句的
理解与赏析，可以从修辞方法、表现手法、
炼字炼句、抒情方式等不同角度入手。

阅读材料 剖析阅读规律、培养知识迁移能力

古诗文
掌握赏析技巧、温故而知新

备战中高考之 高考文综 主讲人：葛业兴老师（从事文综研究十几年）

跨学科思考
轻松突破文综高分瓶颈

高考文综总分300分，很多考生平时模考时轻松能考240分，高考竟然没过200分，而今年高考文综第一名也
不过考了251分。葛老师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今年是河南施行新课改后的第一年高考，很多考生思维还没变
过来有关。此外，和大学生备考方法也有一定的原因。2012年高考即将来临，葛老师提醒学生，在备考时除了掌
握基本要点外，还要学会融会贯通、跨学科思考，以便轻松突破文综高分瓶颈。 晚报记者 吴幸歌

要学会跨学科思考

纵观近几年的文综试卷，很多考生都觉
得难。葛老师说，难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学
生没方法。

很多人认为文综的复习只要多看、多记
都行了。看和记只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要
学会活学活用，融会贯通，复习时不要一头
扎进书本里，要学会抛开书本，理解知识。
对生活中的现象，尝试着用政史地三科知识
去找出答案。

在打好政史地各科基础上，可有意识地
培养跨学科思考的习惯，平时多看新闻、杂
志等，每遇到一个问题或现象，尽量从政史
地三科分别去思考，看有没有什么联系，如
经济全球化，从三科都可以解释其必然性还
要学会跨学科思考。

此外，文综开放式题型没有固定答案，
主要考查考生的个人见解和观点。葛老师
提醒学生在解答文综后面的大题，不要急于
去书本中寻找答案，一定要独立思考，大胆
地写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自己的思想，
但要辩证地多角度看待问题，以免偏激。

备考要点

历史：注重三大知识点

新课标的历史教材编写，打破传
统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年代编写的
顺序，代之以中外历史、政治等专题方
式，侧重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和中外
历史比较能力。备考时尤其要注意三
大版块的内容，这是每年高考的重点。

建议：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演变
特征。这一知识点，在今年高考的文
综试卷中出现 3 道题，共计 12 分。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在今
年高考的文综试卷中选择题有两道，
主观题有一道，共计12分。中外古代
民主政治制度比较，这是一个常考
题，每年的题中都有涉及，一般有2道
选择题。

地理：和生活紧密结合

纵观近几年的高考文综试卷，对地理
的考查不再局限于死记硬背以及计算，更
注重于对生活地理、人文地理以及区域地
理的考查。如以前的地理试题经常让学生
计算时差、昏线、太阳照射角度等，但在近
几年试题中经常出现让考生解答盖房子角
度多少最合适，能让日照时间最长？如何
修铁路？如何防止泥石流等。这些都是对
生活地理的考察，也是新课改后高考的一
个出题方向。

建议：对各个知识点的理解不能仅停
留在书本上，还要学会与生活紧密结合。
对于一些与历史、自然灾害相关联的地理
问题也要多关注。此外，对高一地球运动
这一块，以前一直是高考的热点，也是大家
关注的焦点，但在近几年的考试中很少出
现，可以淡化这一块的学习。

备考方法

认真研究《新课程标准》，紧扣课标，狠抓基础知识，形成知识网络；
密切联系生活，注重探究性训练；扩大阅读范围，加深文学底蕴；
钻研历年试题，寻找共性技巧。对各类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梳

理，分清主次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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