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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暑假，
好好读名著，尤其
是课标要求必读
的名著，更要认真
用心去读。以后
的导向是读名著
者得分，不读者几
乎得不到分。 这
3~4分的名著题分
值直接决定了走
向理想高中的实
力。

2.遇到问得看
似清楚、但不知怎
么答的有弯度的
题，要结合平时训
练的考点，分析出
题人的意图，靠近
答案。这是难点，
利用暑假多看名家
散文中那些写人叙
事的文章，围绕着

“写了什么？怎么
写的？为什么这么
写？”这3个问题多
思多想。

分值比例有调整 题型稳中有微变
点评专家：河南省实验中学亦之
2014年河南省中招语文试卷全卷21题、四大版块构成。在河南省实验中学亦之看来，试卷的分值比例略有变化，题型稳中
有微变。平稳的试卷结构，让考生在答题时“似曾相识”，不会产生“陌生”感，心里就不会紧张或恐慌，可以使考生的能力、水
平得以充分发挥。同时，一些新题型的出现，又会让考生有“新鲜”感，不至于完全凭借“答题模式”应试，从而调动了考生思维
的积极性，有利于考查考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积累与运用（27分）
1.字音（2 分），和去年一样采用选择

题型，重点考查多音字、形声字、形似字
的读音。2.字形（2 分），和去年一样采用
选择题型，重点考查形近字、音近字、义
近字的辨形。3.古诗文默写（8 分），和去
年一样前两小题采用给上句默下句和给
上句默下句的直接默写、第三个小题是
两句古文理解默写、第四个小题是四句
古诗主题默写。不同的是，题的位置从
去年的第4题荣升到第3题。4.名著阅读

（4分），和去年一样要求考生任选一题作
答，考查内容依然是以课标推荐的10部为
主。5.句子衔接与连贯（4 分），这是今年
的新题型，让学生在文段中补写句子。6.
小语材综合（7 分），内容具有时代感，很
潮，师生都喜欢。考查新闻标题的拟写
和描述图标的语言运用 2 个考点。此部
分涵盖 7 个考点，分值从去年的 28 分减
少到27分。

现代文阅读（ 28分）
共两篇文章，第一篇为写人记事类

美文、第二篇为议论文。
（一）记叙文阅读（16分）共4道试题，

比去年减少 1 个题。考点有：1.内容概括
（4 分）：简要概括故事情节。2.语言鉴赏
（4 分）：要求考生从人物描写角度，结合
相关语句赏析。3.分析段落写法（4 分）：

问法新颖，题面和答案之间有弯度，问的

不那么直接，学生可能会在这个题上失

分。4.人物形象和主旨（4分）：问法新颖，

把分析人物形象和提炼主旨综合在一起

考查。题面和答案之间有弯度，学生答

起来会有一定难度。（二）议论文阅读（12
分），考点有：1.概括论点（3 分）：归纳中

心论点。2.第一段的作用（2分）3.论证思

路（4 分）4.论据与论点的一致（3 分）这 4
个题问法和答案之间不设弯度，让学生
很好分析文本，不至于在审题上费神劳
心。平时训练有素的学生都能拿到理想
的分数。

古诗文阅读（15分）
（一）文言文阅读（11 分）：一直采用

课内外对比阅读的形式，课内的从新课

标推荐的 16 篇文言文中选取，课外选取
与之相关的短小易懂的古文。共 4 道试
题，考点主要有：1.解释加点词语（2 分）：
主要考查课内文句的加点词语，和去年
一样采用选择的形式。2.翻译句子（4
分）：2 道小题，都是对课内文句的翻
译。3.理解内容，提取重要信息（3 分）课
后作业原题。4.主要技法（2 分）。（二）古
诗词阅读（4 分）：从新课标推荐的 34 首
古诗词中选取，2 道小题。（1）理解作品
的主要内容或作者的思想感情；（2）难
句赏析。因为今年的赏析句子不在重点
名句上而在难点句子，学生失分概率比
较大。

四、作文（50分）
一直采用选题作文的形式，一是命

题作文，二是材料作文 。 两个命题各
有侧重，立足于学生自身观察和认识，兼
顾了学生对自我成长的思考和体悟。引
导考生关注身边的人事物，去发现、去思
考，同时摆脱软弱、依赖心理，走出自负、
自爱的心理蜗居，培养积极向上人生态
度和价值观。

依据课标 注重双基 难易适度
点评专家：郑州一中朱喜长
“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应用性和探究性，注重对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注重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考查的有机结合。”朱喜长对2014年中考思想品德这样点
评。在他看来，2014年河南中考思想政治“依据课标，注重双基，联系实际，难易适度，考查能力，
关注发展。”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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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大主题
突出地方特色创设情境，搭建平台，鼓

励探究，倡导创新，挖掘潜能，展示个性。
例题：第 11 题，从航空港、“丝绸之路经济
带”、“地铁一号线”、“南水北调”等话题出
发，引出“四个河南”。充分体现地方特色；
情境创设独特，激发广大考生作为河南人
的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进一步增强广
大考生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使命意
识，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综合性与教育性。

彰显课程性质
注重价值引导，强调能力立意。例题第10

题，从焦裕禄给子女留下的“家产”，引出家风的

话题；从大爱仁医胡佩兰的高尚医德深深影响着
她的儿子胡大一；从当今社会的“富二代”“炫富”
和“官二代”“炫父”的现象入手，发人深省。“从
上述材料中你感悟到了什么”？“作为有志气的
当代中学生，既不‘炫富’也不‘炫父’，我们应该

‘炫’什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照顾不同学情
扩大选择空间，坚持活而有度。摒弃“死记

硬背”、“生搬硬套”等做法，杜绝繁、偏、怪题，充
分尊重考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引导他们
学会学习、健康成长。例题第13题，核心价值观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既加强了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考察，又引导学生能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贯彻国家关于自主创新的方针
坚持原创性原则不动摇，回避社会上已

出现的各种参考题、模拟题、练习题等。例

题第 9 题，从城镇化建设中社区命名中的“洋

名”，引导学生既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又要结合外来文化进行传承创新、

博采众长。

选择题设置科学
既有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试题，如“恶搞

证件”学习“施一公”；又有关注社会热点，如雾

霾天气下的“露天烧烤”；还有以习主席出访的

重大时政热点为载体，旨在激发考生的爱国情
感，增强考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具有很
强的综合性和思想性。

巩固基础知识，学
会梳理、整合教材知识

虽然当前的中招
试题多以能力立意为
取向，但能力是建立在
知识基础之上的。因
此，科学的备考是建
立在牢固把握基础知
识的前提下的，熟练
掌握教材中的核心概
念和主干知识是每一
个考生提升能力的必
由之路。

关注现实，联系时政，
训练思维能力

《思想品德》课既
基于生活、源于生活，
又要回归生活、服务生
活，因此我们每一天都
要关注我们周围的现
实世界，关心国家大
事，并有意识地运用教
材知识进行分析思考，
分析事情产生的原因，
思考事情存在的价值，
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
和方式。

培养题型意识，掌
握解题方法，提高解题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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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能开辟
出一条平坦的通道，顺
利地从荆棘密布的丛
林中走出来。

制订计划，查漏补缺
“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每位同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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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刻苦勤
奋，每天进步一小步，
一年下来，我们就能实
现巨大的进步和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