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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悉知“考纲”

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

一考试上海卷考试手册》（以下简称《手

册》），亦即常说的“考纲”，其中对各科考

试的内容都做了明确划定，因而，考生无

论如何都要悉知《手册》的各项内容——

它是高考命题的“根本大法”。

仔细阅读《手册》中关于语文学科

考试这一部分，你会发现与往年相比，有

一些新的变化，即有了“增减”的具体表

述。比如：

（一）关于文学作品阅读与古诗文鉴

赏板块，就增加了“赏析作品中富有表现

力的词语和句子”的考查。

（二）在“识记与理解”板块，也有所

调整：能够“运用现代汉语基本语法和修

辞知识理解文章内容”，这就是说，古诗文

中不再考查修辞知识的识别与理解。这

与去年的“理解常见修辞手法在文中的表

达效果”就有显著差异。

（三）对默写板块，变化较大，要求

是：“默写古诗文中的名句名篇”，也就是

说，今年的默写题，除了名句外，名篇都是

考查范围，其中的每一句都是默写的知识

点。与之前的“识记名家名句”的要求难

度提高了。

（四）在“分析与综合”的考查中，把

去年的“根据作品内容，通过推断和想

象，作适当拓展”，调整为“根据文章内

容，进行推断和想象”，去掉了“适当拓

展”，这就突出了“推断和想象”知识点得

考查。

在“鉴赏与评价”板块中，之前的“鉴

赏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等”，表述为“鉴赏

作品的艺术形象等”，由此可知，“艺术形

象”的鉴赏面更广了，不仅仅局限于文学

作品了。

现代文的考查，对于样题的改变，需

要考生留意。

（五）考生尤其要关注的是，“考试

结构与分值”的部分，把以往的“现代文约

占38分左右，文言诗文约占42分左右”的

具体表述没有了，也就是说，现代文和古

诗文的分值、比例的变化较大，古文的分

值可能增大。

（六）对于古文的考查，较之去年，更

换了几个实词，在高中文言文160个中，把

“速”取代了“诸”；初中文言文140个
中，“中”替换了“为”。同时，300个常见文

言实词的排序也有所调整。对此，在复习

备考时应引起重视，有的放矢。

还有，《考纲》中把文言文的三个样

题变成了两个样题，将之前的《桂》这篇

说明文去掉了。

（七）专业术语方面的变化：如把

“理解常见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的意

义和作用”，就表述为“理解常见文言

实词的意义，理解文言虚词的意义和

用法”；把“理解常见的文言词法和句

式特点”表述为“理解常见的文言词法

和句式”； 把“用现代汉语解释文言句

子”表述成“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句

子”。

（八）在“表达应用”，即写作的板

块，也把以往“审题立意”三点说明变成

了四点，更加强调与看重文章“力求有新

意”，力避陈词滥调；把“主旨明确”归入

“思想内容”里面。

“结构布局”方面，新增了“布局合

理”；对“语言表达”，更为看重——把“语

言通顺、准确、生动、得体”放到了写作的

第一位，可见，作文部分对语言要求的提

高与评分的重要。

对“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描述为

“合理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关键词是“合

理”与确当。

二、有“的”放“矢”

对不同的文科生和理科生，以及学习

优秀的学生、中等与基础薄弱的学生，备

考与“抢分”的冲刺策略应该是有别

的，因人而异的，具体来说：

（一）文科生

1.优秀生

根据历年的考试情况来看，现代

文阅读与作文，是优秀生胜出理科生与

一般学生的优势所在。特别是上面所

提到的、今年的《考纲》中对现代文考

查方面的新改变，优秀生一定要更为关

注，在复习冲刺的时候，对题型应了然

于胸，再找来《考纲》样题中以往的试

卷与给分的细则，主要是对答题要点的

领会于琢磨。

对作文，也不可忽视，力求在平时训

练中，每次都可以写出与众不同、文质兼

美的佳作来。在语言方面，考生在语言表

达通畅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优美，每篇文

章要提炼出3、4出契合主题的哲理句，或

是在表达方式上，合理、恰当地使用引用

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说理性与正确性、针

对性。

至于文言文方面，优秀生应该不存

在什么问题，只要平时背诵、默写的“功

课”做得扎实就可以了。

2.中等生

这部分学生如能扬长避短，奋力一

搏，赶超优秀学生，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以

往都有这样的“奇迹”出现。因此，中等生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不妨这样来冲刺：

作文方面，每周至少写一篇800字
的、符合高考要求的作文，议论文、散文

可以间隔写，或者偏重于议论文；在文体

上，材料作文、命题与半命题作文都要尝

试写，以便有备无患。

再说现代文，是历年高考的“重灾

区”，是整份试卷中，失分最多的版块

了。因之，中等生要想方设法在这一板块

减少失分。具体做法是：拿出以前有代

表性的试卷与错题集，比如，一模考、期

中、期末考试的卷子，找出是失分的题

目，在分析原因的前提下，力避重蹈覆

辙。

对于古文，默写题力求准确无误，对

阅读题中的字词解释、翻译，大都是课本

上知识的迁移，这就要求考生要灵活地

打开大脑中的“库存”，调动已积累的学

识，解决试题。

3.薄弱生

尽可能地按照《考纲》规定的内容

与题型复习，把课本上重要篇目的知识

点，包括字词句与写作特色要熟知，为考

试中解答课外文段做“铺垫”。

对于作文，是这部分学生得分的重

头，考生不要轻视或放弃，至少，可以拿

到基准分。这就要求同学们多看优秀的

历年满分、高分作文，以及报刊上的“评

论”栏目中名家大家所写的散文与时评文

章，如《新闻晨报》与《解放日报》《都市

报》《青年文摘》《新民周刊》等上的文

章，就是不错的选择。同时，要用心体会每

篇文章在写法、选材、语言、结构等方方

面面可资借鉴处，以便读有所得，能够恰

当地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二）理科生

1.优秀生

语文学科往往是他们的“短板”，所

以，在冲刺阶段，一方面要在语文上适当

多用点时间会和精力，要在把近3年的高

考题做完的前提下，把古文与现代文错题

的原因思考清楚。如果自己“斩不断，理还

乱”，就要求助同学和老师了。

就作文来说，许多同学因为学的理

科，阅读量相对少些，就缺乏写作素材。正

因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每天可以用

5—10分钟时间，阅读家中订阅的一些报

刊，如《新闻晨报》《南方周末》《半月谈》

《读者》等，从中获得大量、鲜活的写作素

材。

在此基础上，每天写写随笔，可长可

短，每周写1至2篇800字左右的大作文。注

意选材的新颖、立意的深刻、语言的晓

畅、结构的合理等。

2.中等生

与文科生的复习方略大体一致，在

确保基础分值不丢弃的情况下，对之前

考试中十分多得题型多加梳理，如现代

文，也是中等生“头痛”的题型之一，尤

其是结合语境解释词义，理解句义的鉴

赏题目，失分多；古文部分，也是这样。因

此，应把《手册》中规定的300个字词熟练

掌握，结合语境，融会贯通。

 3. 薄弱生

与文科生得复习策略一样，这立就

不再展开、赘述了。

有的放矢，稳扎稳打！
——高三学生语文冲刺高考的备考策略（一）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高级教师 程立海

时
光飞逝，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高考就将如期举行，那

么，同学们应该如何在最后这段时间冲刺语文学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