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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学习 专版

小升初和中考考试越来越近了，在最后复习中，
如何使语文成绩提高，是学生及家长关心的问
题。采访中，联大教育集团“好明天语文”教研组
的组长王莹（小升初部）和徐凤云（中考部）均认
为：如果能在冲刺阶段，合理运用复习方法，强化
训练，成绩提高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怎样复习才
最有效呢？两位知深的语文老师分享了多年的
教学辅导经验秘笈。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特别提醒

特推出辅导报班大回馈：
1.100 元数学、语文任你学（小学部专线

400-009-2279）
2.报三科送一科，低至三五折（中学部专线

400-009-7669）
联大个性化一对一提分专线：65669661
联大官网：www.ununedu.com

王莹说，小升初语文考
试基础题、阅读题、作文题
三大类，要仔细分析和搞懂
题型的考点及特点，才能针
对性复习，取得好成绩。

基础题注意事项：多数
学生在汉语拼音和汉字是
弱项。一是音错，表现为
不熟练。“好明天语文”准
备了 100 多个常见易拼错
的汉字进行练习，同时检
测和巩固；二是仿句，表
现 为 不 灵 活 。 读 书 太 少
心中没有好的句子。“好
明天语文”为学生提供 31
条常见题型练习，心中有
好的版本和套路，考试时
就能不失分；三是名著考
点，人物特征、性格特写
等掌握不全。“好明天语
文”的 58 道题，设计题型
广泛，对常见考点加强练
习；四是古诗词的记忆不
牢。“好明天语文”的 150
多道专项题型，从创作背
景、作者人生经历、名句、
等 涉 及 到 考点的进行设
计，有备无患。

阅读题注意事项：这是
易丢分的，但掌握技巧却能
拿好成绩。这几年的考题

答案主观题多，答案不唯
一，只要答案合理就可得
分。“好明天语文”老师一是
让学生多见题型，分析历年
考试题为什么是这样的答
案？答题技巧有哪些？预
测今年考试方面等。二是
在训练中培养和发挥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进行逻辑培
养和考察，在多项答案中找
出得高分的答案。

写作注意事项：作文最
易得分也最易失分，掌握写
作技巧才能写得“有滋有
味”打动评卷老师。这两年
作 文 以 命 题 和 半 命 题 为
主。“好明天语文”一是引导
学生对历年考题进行分析，
掌握好的写作方法。二是，
讲 解 写 作 方 法 及 拓 宽 思
路。三是教会开头和结尾，
内容充实，语句通顺。四是
写作细节、卷面及字体工整
等。五是上户外课，训练观
察能力。

“好明天语文推有小升
初语文备考班、真题冲刺
班、VIP 等多种班型，以满
足不同学生的名校梦想。”
王老师表示，想提成绩的学
生，可以针对选择。

一般人都认为语文贵
在平时积累。但初三生用
好考前一个月，同样能拿到
好成绩。徐凤云总结了考
前“八字”，考生不妨一试。

清晰。一要搞懂考什
么？中考考点基本固定：字
音字形和词语成语、古诗词
背默及名句赏析（必考范
围）、口语交际及综合性学
习、名著阅读、语言运用（仿
句等）、语言表达（图文转换、
材料概括等）、文学常识（课
下注释、课外积累）、文言文

（课内必考范围、课外补充）、
现代文阅读（记叙文、说明文、
议论文）、作文（命题、半命题、
话题、材料、漫画·图画）及对
联、标点符号等。二是怎么

考？背记类：复查背诵情况、
易错点。理解运用类：明确
每个内容版块常见题型、出
题规律及对应解题思路。作
文类：每个类型至少保证一
篇优秀范文在心中。

分析。把自己薄弱点
具体到每个内容版块的考
查点上。如：记叙文“分析
人物形象”，答案总是不全
的原因在哪？如何完善？

强化。指个人薄弱点、
现代文阅读技巧、作文审
题、立意及语言表达等。要
专题集中针对进行。

综合。真题、模拟试卷
进行综合训练。要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做到“会的不错、
不会的努力去做”。

因教学有方，“好明天语
文”的学员因语文成绩优秀，
为自己铺就了升名校的通道。

仅在 2013 年小升初考
试中，就有 280 名考入枫杨
外国语、实验外国语。近千
名考入省实验、桐柏路一
中、经纬中学等名校。

而中学部学员更是连
续两年的中考裸分高出中
考状元。

2011 年学员中考裸分
（不含加分）600 分以上 231
人。魏奕萌 639 分、李婧文
638分，分别高出市中考第一
名裸分2分和1分。2012年
学员中考裸分600分以上267
人。宋姜沛坤、鲁子烨均为
642分，高出第一名裸分6分。

2013 年学员 630 分以
上 60 多名。冯同学总分
648分、陈鹏远总分642分。

A 小升初语文拿高分？“好明天语文”有窍门 B 中考语文提成绩，考前“八字”来帮你

C所教学员的升学成绩独一无二

语文老师王莹 语文老师徐凤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