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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翼

目前，高考复习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如何更加高效地
复习，是摆在高三学生面前的难题，语文学科更是如此。不
少学校已对各个知识模块进行了首轮“地毯式”复习，二轮复

习也正在进行或即将进入尾声。
如何做到答题规范化和精准化？如何让复习更加合理

化、科学化和针对性？考前如何进行全力冲刺……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采访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语文备课组组长章杨
老师——

“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是我们复习
的原点问题。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才能
更有针对性和高效性。”章老师告诉记
者，“《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指出‘四
层’为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

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回答了‘考什
么’的问题；‘四翼’为考查要求，即‘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回答了‘怎
么考’的问题。同时，高考评价体系还规
定了高考的考查载体——情境。”

“所有的要求都会以具体试题的方
式呈现，因此同学们无论是平时的知识
点复习，还是题型训练，都要关注这些
要求，这样才能更加科学有效。”章老师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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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语文高考试卷可以大致分
成阅读、表达两大模块，阅读模块包括
现代文阅读（信息类文本、文学类文
本）和古代诗文阅读两部分，表达模块
包括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两部分。从
所考查的能力的角度看，两大模块都
包含了对阅读理解与分析，信息获取
与整合，逻辑推理与论证，语言表达与
运用等主要能力的考查。”章老师表
示。

他提到，与往年相比，2022 年的 4
套试题在设题角度、设问方式上都出现
了一些新变化，创新度和开放性持续增
强，“一张完整的语文试卷，可以从信息
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古代诗
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和写作等五个模
块分别进行梳理。”

“信息类文本阅读”方面——
章老师建议，要多留意人文社会科

学类的材料，“首先，近三年的信息类文
本选文内容兼顾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两个领域。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
史和人文底蕴；其次，选文的文体不拘
一格，涉及面广。近三年的信息类(论
述类、实用类)文本阅读考查内容较为
固定，主观题在保持平稳的基础上，继
续呈现出开放性特点。”

2021年新高考Ⅰ卷和 2022年新高
考Ⅰ卷的信息类文本都是设置了5个小
题。3道选择题中第 1、2题主要考查学
生定位获取、分析整合信息的能力，以
及正确推理判断的能力。第3题考查理
解文中重要观点的能力，以及分析论据
与论点关系的能力。第 4、5主观题，综
合考查理解文本观点，运用文本观点分
析、评价文外材料的能力。

“文学类文本阅读”方面——
章老师告诉记者，从近几年的试题

可以看出，高考对学生的阅读视野提出
了更新、更高、更灵活的要求，这也是为
了破解学生机械应考、模式备考、单纯
刷题的问题。

“2020年、2021年的选文文体稳定，
或是小说，或是散文。2022年则突破了
这一选材局限，出现了其他文体的选文，
有纪实作品和书信。2021年新高考Ⅰ卷
和 2022年新高考Ⅰ卷文学类文本都设
置了4个小题，2021年第6、7题是往年传
统考法，分别设题为‘下列对小说相关内
容的理解’‘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
鉴赏’。2022年新高考Ⅰ卷有了新变化，
第 6、7题分别设题为‘下列对文本相关
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关于文中
江边人们谈论季札的部分，下列说法不
正确的一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随文设
题的趋势愈加明显。8、9两题虽有传统
设题的影子，但较往年更具开放性，注重
学生结合文本基础上的个性化解读。”

他建议，要关注近年来小说对文体
特征知识的考查。

“古代诗文阅读”方面——
“近三年，古代诗文阅读的考查呈

现出总体平稳、变化谨慎的特点。文言
文选材范围不断扩大，已经不再局限于
史传体文言文，平时训练时注意多方向
涉及，比如游记散文和其他体类文言。”

不过，章老师特别提到，文言文的考
查重点依然落在“综合运用文言知识进
行文言断句”“了解并掌握古代文化常识
和文言实词”“准确、通顺、得体地翻译文
言文句子”“综合运用文中信息和文言基
础知识进行分析概括”等方面。

“古代诗歌阅读以考查文本的思想

内容、表达技巧、语言风格及作者的情
感态度为主。具体体现为考查形象的
特点、诗句的大意、字词的含义、抒发的
情感和阐述的道理等。其次，2022年对
诗歌表达技巧的考查比重明显提高，如
考查抒情方式、表达方式、常用手法、语
言特点、诗句的作用等。”

“理解性默写重点考查名篇中具有
思想性、哲理性、艺术性，语言简练、含
意深刻的句子。从命题方式看，最近三
年一直延续情境式默写的考法，没有较
大的变化。”

“语言文字运用”方面——
“2022 年高考命题形式全部改为

‘一拖三’加‘一拖二’，即其中一个语段
设置三道试题，另一个语段设置两道试
题，共五道试题随机组合，随文命题。”

章老师说，近几年的选材兼顾文学
性、说明性、实用性、议论性语段，注重
弘扬传统文化。从考查题型来看，“词
语”“语病”“补写”依然是必考题型，“衔
接”“修辞”“压缩”“标点”呈现轮考趋
势，2022年出现的创新题型集中体现了
高考命题稳中有变和反套路化设计的
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写作”方面——
如今的高考作文命题紧紧扣住时代

主题、时代精神。命题形式稳中有变，
2022年的新高考 I卷、新高考 II卷、全国
甲卷、全国乙卷均为材料型任务驱动作
文，即“材料＋导引语＋写作要求”的形
式。现在的考题更加注重考查思辨能
力。例如，2022年新高考 I卷作文借围
棋学习中的三个术语“本手、妙手、俗
手”，巧妙类比，阐明目标远大和磨砺功
夫、基础扎实和创新创造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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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真题规律探究，同学们能
更好地明确考前冲刺复习的重难点。”
章老师也给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

1. 宏观上，寻找薄弱点，查漏补
缺。寻找突破点，强化知识体系建构，
有重点地进行复习训练。注重审题技
巧和答题技巧，在“反套路”中寻找“套
路”。

2. 文本阅读始终做到圈画勾连，为
定位答题区域和筛选比对信息做铺垫，
以此提升答题速度，从而提高效率。

3. 古诗文部分，夯实必备（背）知
识，尤其是理解性默写。在理解文本的
基础上识记名篇名句。要重视课本的
学习和梳理，注重关联教材。文言尤其
要关联课内相关的文言词语和文化常
识，学会迁移运用。诗歌鉴赏要注意关
注不同诗歌在题材内容、写作背景、技

巧手法、情感态度和重要词句等相关、
相似或不同之处。

4. 文学类文本部分，精准审读题
干，基本的答题模式不可完全抛弃，如
小说“作用”类题型，重点还应落在“四
循环，一读者”之上。关联教材，关注第
9题，可能出现与课内小说知识同类考
查、对比考查的情况。

5.信息类文本阅读部分，了解客观
题的常见命题陷阱和设误方式，比如偷
换概念、混淆是非、指代有误、以偏概
全、无中生有、混淆时态、关系错位、说
法绝对等。这些设误方式，多是选项的
设题陷阱，对此应高度注意，烂熟于心，
与原文信息仔细比对，免受干扰。常规

“论述思路、结构、特点”“侧重点”“下定
义”等基础题型不可忽略。运用文本观
点信息分析文外情境材料题，必须结合

文内材料，切不可“自言自语”。
6. 语言文字运用部分，除词语、标

点、修辞、语病、连贯、句式、补写句子等
老题型外，对一些新题型也要有所涉
及。

7. 写作部分，关注时事热点，注重
平时素材的积累，尽量用课内素材，显
得亲切。精简课外素材，做到“少而
精”，能够“化一为十”，单则素材，多角
度转化运用。

注重思辨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的
培养与体现。有明确的文体意识，除常
规议论文写作之外，还要涉及常见应用
文文体的训练。平时规范训练，注意卷
面整洁。

8.训练答题速度，控制好平时考试
的答题节奏，稳中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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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高考都会有新的变化，但
万变不离其宗。此‘宗’即教材与课
标。回归教材的意义不仅在于必备知
识的二次梳理，更需要结合高考考查特
点，有针对性地挖掘‘有用’的内容，让

教材能够发挥‘一石二鸟’，甚至‘一石
多鸟’的价值。”章老师说。

结束采访前，章老师特别提到，保
持良好的心态也非常重要。“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走过很远的路，现在距离梦

想近在咫尺，同学们更当踔厉奋发。面
对人生中的高考，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积极备考，更需要借智慧之长风，致万
里之碧霄。祝愿每位同学，在高考之路
上都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