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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建构知识网络是最后一轮复习必
须做的“功课”。 因为，高考语文除了测
试高中三年所学的知识以外，还关涉到
初中的一些篇目和知识点，因而，面广
量大，知识范围庞杂，针对这一事实，考
生要通过建构知识网络，将高考必考的
各类知识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相
互联系、浑然一体的网络共同体。 这样，
复习起来就会眉目清晰，条理分明。

●绝对不要放过课本

现代文：
有的考生会片面、 错误地认为，高

考现代文不考课本上的篇目，因而就没
有必要复习。 殊不知，尽管高考现代文
不直接从课本上选取原文，但常常是将
课外与课内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考查的。
2009 年至 2011 年， 连续三年的高考语
文试卷无论是现代文还是文言文，都将
课内与课外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考查，
这一趋势今后只会加强———毕竟，课本
才是考试的根本。

这就告诉考生，课内知识务必要高
度关注，否则，就无法解答高考试题。 如
2009 年高考的第 12 题：本文与《故都
的秋》都写了南北景象，其用意各不相
同，请加以评析。 很显然，本题旨在考查
探究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相关
的知识就是在学习《故都的秋》这篇课
文的时候获取的。 另外，还有一些字、词
注音、释义与文化、文学常识等的考查，
同样与课本密切相关。

因此，在最后几天的复习中，考生
应该将高中六册书中传统的、典范的名
家名作的主要内容、写作特色如电影镜
头一样进行重点“重温”与“回放”，以
便有备无患。

古诗文：
除了 8 空、6 分的默写大多出自初

高中课本，务求尽可能掌握以外，就是
高考中的两篇课外文言文，包括字词解
释与句子翻译，问题的设置等，也都无
不与课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如
2010 年的第 16 题： “不羡日夕佳”化
用了高中课本哪首诗中的诗句？ 借此表
达了怎样的情感？考生要正确答好本题，
就得对沪教版第一册第 18课《诗二首》
了然于胸，课文就选自《饮酒》组诗，选

了“其五”，是诗人归隐之初写的作品。
在绝美的日夕山色之中， 飞鸟们结伴而
归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飞
鸟相与还”，既是眼前之实景，又具有象
征意味，让人想到厌倦黑暗官场、不愿与
统治者同流合污而皈依山林的诗人，写
的是隐居之乐。 而此曲写尧庙祭神庆丰
收的欢乐场景，抒写作者为民谋福，与民
同乐的志向。 风调雨顺，万民富足，世风
淳厚， 幸福安详， 自然不必学渊明吟唱
“山气日夕佳”那些归隐诗句了。

比如 2011年第 25题： 本文与柳宗
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在写作手法上有明
显的相似之处，对此加以分析。解答本题，
同样要求考生对课本《种树郭橐驼传》的
写作手法有很好的掌握， 并融会贯通，灵
活迁移相关知识到考题的回答上。

再如 2010 年的第 25 题：从句式的
角度赏析第②段中的画线句。 有关从句
式的角度对句子加以赏析的知识，在初
高中课文中都有讲述，如《陈情表》练
习 2：本文以四字句为主，而又穿插运用
了各种排比句，谈谈这在表达感情方面
所起的作用。 《谏太宗十思疏》练习 2：
本文的语言很有特色， 多用四字短语，
读来琅琅上口；文辞骈散结合，具有参
差之美；并且暗用典故，论据言简意丰。
请分别加以整理，体会作者驾驭语言的
高超艺术。 只要考生对课本中的有关知
识熟练掌握了，做类似的题目当然就能
得心应手。

现代文与古诗文的“联姻”：
即在现代文中考查课文中的古诗

句，或在文言文中检测现代文的有关知
识， 将现代文与文言文交叉起来考查。
如 2011 年的第 12 题：联系全文，鉴赏
文章结尾引用《蒹葭》诗句的好处。 这
就是在现代文中考查沪教版高一第一
册课本中第 15 课《蒹葭》中的内容。

●注重兼收并蓄

我们主张最后一轮复习中应该紧紧
抓住课本不放， 并非排斥适当地阅读和
借鉴有关的名篇佳作，相反，应该兼收并
蓄，在复习好课本知识、内容的基础上，
应把视野打开，比如，在最近整理“过
滤”现代文、文言文试卷的时候，一旦发
现和感觉到文本在语言、结构、形式、内
容、事例等方面比较“新鲜”，就注意摘
录或用点时间及时地消化、 理解， 做到
“入心入脑”， 以便自己在写作中使用；
或是遇到与课本关联的典范题型， 也要
弄通弄懂，并写在“好题本”上，以求温
故知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做好几项“功课”

在牢牢抓好课本知识、建构完备知
识网络的前提下，考生还应在最后几天
做好另外几项“功课”。

制定计划：越是临近高考，越是要
复习有序。没有计划，复习就会出现“脚
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散漫、无
序境地，这是应考之大忌。

扩大见闻： 可以是每天浏览 20 分
钟左右的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 ……中的新闻版和时评
栏， 从中了解当天发生的重大新闻，学
习时评专家对要闻、 要事的看法与写
法；可以每天从《读者》、《意林》、《青
年文摘》等精品刊物上读一到两篇短小
精悍的文章，为高考的阅读与写作提供
帮助； 也可以收听收看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和报纸摘要”与“新闻联播”或
地方台的新闻、案例、访谈等节目，既可
以为高考写作提供真实、 新颖的素材，
也不失为一种放松。

勤于练笔：每天写 200 字左右的随
笔、随感，养成良好的写作、随记习惯。

建构知识网络 夯实应考根基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语文高级教师 程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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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考临近， 不少写作基础不是太好的同学
有一种求稳的心态，生怕在考场上马失前蹄，那
么我就告诉同学们，一般选择的文体是议论文，
运用引、议、联、结是比较平稳的议论文写作思
路。

先看下面一则材料：
小骆驼：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妈妈：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

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小骆驼：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妈妈：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

水和养分， 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无
水无食条件。

小骆驼：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妈妈：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

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小骆驼：哗，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 可是妈

妈， 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 不去沙漠远足
呢？

要求：根据上则材料，自选角度，自定立意，
自行命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除诗歌
外，文体不限。

这是一则对话材料。 写作这一类的材料作
文，首先要把握住对话的核心，然后根据这一核
心联系实际多角度立意。 小骆驼和妈妈对话的
核心是“我们”身体的各部分有什么作用，既然
有这样那样大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被关在
动物园里，一点才能也不能施展？ 这会使我们想
到很多问题，比如人才，人才只有放在合适的位
置上，它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有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个方面是人才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要
找准自己的位置；另一个方面是社会的问题，那
就是要为人才提供它适于展现才能的舞台。 非
但人才， 我们每个普通人也是这样，“天生我材
必有用”，我们都要树立生活的自信心，在社会

上找到我们适合的位置；而社会，也不应用一个
框子来束缚我们，要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
让我们在更适合我们的环境中成长。 由此也可
以联想到我们的教育，在“一张试卷定终身”的
教育环境下，我们的教育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
学子们成才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呢？ 事实
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 关键是有
没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每
个人都会有出色的表演。 为此，写这篇作文，可
以有 “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卑是最大的天
敌”、“扛起自信的大旗”、“找准自己的舞台”、
“羁鸟恋旧林”、“把人才放归” 等多种立意角
度。

下面以“把人才放归”的立意为例，按照
“引”、“议”、“联”、“结” 四步法为同学们提
供点写作思路：

“引”就是由材料先把论点引出来，然后对
观点进行议论即为“议”：

小骆驼最后的那句话意味深长， 既然我们
的睫毛、 驼峰、 脚掌在沙漠中都有那么大的作
用， 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 不去沙漠远足
呢？ 陶渊明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号称
“沙漠之舟”的骆驼是应该长途跋涉在沙漠中的
啊，却被圈在动物园里，睫毛、驼峰、脚掌变得百
无一用。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人才，他们很有可能
是千里马，却被放在驽马的位置，作为人才的管
理者，能不能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把人才放归
呢？

“联”就是联想，它可以正联（联想正面的），
也可以反联（联想反面的）；可以远联（古代），也
可以近联（现代）；可以内联（中国），也可以外联
（外国）。 “联”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韩愈曾经写过一篇名为 《马说 》的小文 ，
千里马是常有的 ， 可是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
有 。 千里马是应该奔驰在千里之外的 ， 可是

“辱于奴隶人之手 ”， 跟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
厩里 ， 岂不悲哉 ！ 我们的领导是不是都有识
“千里马”的本事？ 或者明知道他是“千里马”，
却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偏不用他 ，让他
和众多的“驽马”一起老死在圈里？ 李长之，这
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因为 “批判 ”鲁迅 ，他在
25 岁那年就奠定了自己的文学批评地位 。 同
样因为 “批判 ”鲁迅 ，他不得不在多年后面对
“革命小将 ”的厉声呵斥 ：“鲁迅是可以批判的
吗？ 就冲这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这位小将当
然不知道 ，这部完全不带褒贬色彩的 《鲁迅批
判 》，连鲁迅自己都表示宽容和承认 ，甚至亲
自剪下照片 ，寄给作者出版 。 他更不知道 ，眼
前这位只会扫厕所 、掏大粪的关节炎患者 ，曾
被归入中国文学批评界最有才华的人之列 。
非但李长之 ，季羡林 、杨绛这样中国一流的知
识分子 ， 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里 ， 都看过门
房、扫过厕所、种过菜。

有人说那是特殊年代， 今天绝对不会有这
样的事发生了。 今天真的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了吗？ 那位北大高才生卖猪肉是怎么回事？ 要知
道这位北大高才生陆步轩当年可是以高出本科
100 分的成绩考入北大的， 是陕西省的文科状
元。 一个北大高才生，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
领导多关心一些，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
能够学有所用，尽其所才，也许会比卖猪肉对社
会的贡献更大吧？

“结”就是做结论：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在这样一个

“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年代，做领导的首先要做
“伯乐”，能够识才、爱才、惜才，把人才放归到
他适合的位置上去，任其驰骋。 如果那样的话，
人才才会真正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而不
是像高大的骆驼一样在动物园里只能成为被观
看的对象。

笙学法指导

◎本期出场名师

程立海，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会员， 全国
中语会会员， 中国家庭教育高级
指导师。 先后获县、 区 “教坛新
星”、“知识型、创新型职工”、记大
功等荣誉称号和表彰，参与了 60
多本中高考满分、 高分作文和教
学书籍的编写。 发表教育教学论
文、随笔、散文、教学辅导等各方
面文章 800 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