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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只要方
法对路，刻苦勤奋，每天进步一小步，两个月下
来，学生就能实现较大的进步和跨越。

如何快速提高成绩的技巧？朱老师给出
的方法是：培养题型意识，掌握解题方法，提高
解题能力。

“俗话说‘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
直必以准绳’。中招试卷中的题型虽然多种多
样，但每一个题型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相应
的解答要领，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能顺

利地从畏缩和疑难中走出来。”朱老师强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每位学生，尤其是
现阶段的复习及平时学习时，一定要制订计
划，查漏补缺。

建议：学生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制订出较具
体、操作性较强的计划。比如在哪个阶段着重强
化基础知识，哪个阶段训练解题方法，哪个阶段
主攻时政热点，如何整理和消化日常练习中出现
的错题，如何查找自己在知识、能力、方法技巧等
方面的薄弱环节，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

针对许多学生感觉做辨析题很难的情况，朱老师概括出辨析题的
解题思路方法：

找准辨点（找出关键词），分别辨析（问个为什么）；正确与否，都要
说理；观点错误，有破有立（说出正确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并列问题，
说明关系（说明两个辨点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升华主题（表明自己
的观点、立场和做法）；标出序号，条理清晰。

备战中高考之 中考政治 主讲人：省实验中学教学一线老师朱老师

主讲人：郑州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陈敦贤

注重多项选择和辨析题型的解题能力

时政热点和生活现象成命题重点
许多学生认为，政治枯燥无味，学习起来很吃力，但省实

验中学教学一线的朱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教学及指导学生备
考经验认为，只要学生打牢基础知识，重点掌握多项选择、辨
析题等的解题能力，复习时制订计划，查漏补缺，中考政治考
取高分并不是难事。

晚报记者 唐善普

结合自己多年来教学经验，朱老师认为，
多项选择题这类试题的特点是，每小题的四个
选项中，至少有两项符合题意。多选、错选均
不得分，少选者酌情扣分。在河南省的中招试
卷中，多项选择是较容易丢分的题型，也是考
生大多认为比较难以把握的题型。

“多项选择题以基本知识的理解及运用为
主要测试点，考试题中对知识点的系统性、综
合性要求很高。”因此，朱老师说，老师在平时
应该多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因为从我
省近年来中招实践看，命题多以时政热点或贴
近学生生活的现象为背景。

另外，朱老师提醒学生：在多项选择题的
设置中，要么是题干提供了多个相关信息，相

应从多个方向设置选项；要么题干只提供一个
信息点，结合教材不同章节的知识点进行考
查，选项与答案的设置往往具有很强的发散
性。因此，要求学生思维能较快地转换，并对
教材各章节主干知识比较熟悉。

建议：解答多项选择题时，必须明白一个
观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来说明，一个现
象可以运用多个观点去分析。本身正确的选
项未必是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在选择的时
候要细心、果断。

重视第一感觉，对于拿不准的选项，注意
回到题干，重新审题，重视要注，以干求枝。实
在拿不准的选项，宁可舍去，也决不可因多选
错选而丢掉3分。

多项选择是政治最易丢分的题
从不同角度或多观点找答案

模拟考试成绩不理想怎么办？
制订具体、操作性较强的计划

“文体自选”是近年来高考作文的一个重要
特点。这给了考生很大的自由发挥、自由创造
的空间，有利于考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写出自己
独特的认识和感悟。但是，文体自选并不代表
随意而为。

如2011年高考语文试卷在作文的考查方向

上，一类比较适合抒情（如山东卷、四川卷、重庆
卷等），一类抒情与理性议论兼容，更侧重于理性
分析（如北京卷、天津卷、江苏卷等），一类最适合
写议论文（如浙江卷、上海卷、辽宁卷、广东卷等）。

因此，考生在训练时要加强文体意识，记叙
文应以记叙、描写为主，要形象具体。议论文应

以说理为主，做到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没有充
分的把握，不要轻易尝试所谓“创新”的、“另类”
的特殊文体。

此外，在2011年17套试卷中明确要求不要
写成诗歌的有 10道，学生也可适当减弱这一文
体训练。

“新材料作文”咋写得高分？

多关注成长、现实、思辨三大热点
高考语文总分150分，其中仅作文一项就占据了60分。一模已经结束，如何在最后的

两轮复习中，紧紧把握这60分，郑州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陈敦贤提醒考生：“新材料作文”
仍是备考的重点，考生除了要关注成长、现实、思辨三大热点外，还要提前树立文体意识，
加强文体训练。 晚报记者 吴幸歌

2011年各地高考作文题一览

全国卷1作文题目
期待长大
全国卷2高考作文题目
诚信
高考作文题目（新课标卷）
中国崛起
北京卷高考作文题目
如何看待乒乓球赛中国夺冠
福建高考作文题目
材料作文
湖南高考作文题目
谢谢大家，你们来了
辽宁高考作文题目
材料作文苹果
天津高考作文题目
关于镜子的话题作文
四川高考作文题目
总有一种期待
湖北高考作文题目
旧书
重庆高考作文题目
情有独钟
江西高考作文题目
孟子三乐
广东高考作文题目
回到原点
安徽高考作文题目
时间在流逝
山东高考作文题目
这世界需要你
江苏高考作文题
拒绝平庸
上海高考作文
一切都会过去PK一切都不会过去
浙江卷高考作文题目
我的时间

统观201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新材料作
文有 9道，命题作文有 7道，话题作文只有重庆
卷 1道，17道高考作文题呈现出材料作文和命
题作文并重的局面。2007~2011年宁夏海南卷
（2010年改为“全国新课标卷”），连续 5年考查

的都是“新材料作文”，且内容都是关注社会生
活的。如2011年的作文为：根据一个材料的调
查，谈中国的崛起。

因此，提醒考生“新材料作文”的训练仍然
是复习备考的重点，但“新命题作文”（新命题作

文的主要命题形式是“题目+限制”或“引导语
或阐释语+题目+限制”）的训练不能舍弃。

“在作文题型和分量也会相对稳定的情况
下，全国新课标卷可能继续采用新材料作文形
式，但也极有可能会选择命题作文。”陈敦贤说。

新材料作文仍是备考重点

据陈敦贤介绍，近年作文命题的基本
思路逐渐趋于成熟稳健，回归至以人为本，
关注考生自身、社会现实、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辨证分析的能力上来。命题明
显有三个侧重：侧重引发考生对自身成长
的关注和思考；侧重树立大眼光大胸怀，关
注现实、关注社会热点；侧重考查理性思辨

能力等。
如 2011 重庆卷的“情有独钟”，我们的青

春到底该对什么情有独钟；四川卷“总有一种
期待”，那我们的青春期待中到底是哪一种始
终伴随着我们，一直未曾改变呢；山东卷“这
世界需要你”；这些命题，都与考生的成长积
极相关。

上海卷的“一切都可过去”、“一切都不可过
去”；北京卷“对世乒赛的看法”，命题实质则是
通过我们身边的诸多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考
查学生的认知以及思辨能力。

他提醒考生在备考中，除了要加强技巧的
训练外，还要积极关注一些社会热点外，多思
考，多总结，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多关注成长、现实、思辨三大热点

加强文体训练，注意写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