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一中高三语文备课组长魏玉强建议

写作文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语文考试是高考的第一
炮，考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考
生的心态，对接下来的科目也
会造成间接的影响。在临考的
最后关头，考生该做好哪些方
面的准备？如何利用这段短暂
的时间温书复习，做最后的冲
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
报采访了日照一中西校区高
三语文学科备课组长魏玉强，
请他来为考生指点迷津。

魏玉强告诉记者，语文考试兼有
稳定和创新，像字音、字形、近义词、成
语、文言实词和虚词等有关知识，一般
是比较稳定的。而语言表达和运用部
分是被称为高考命题的“实验田”，新
题型也往往在此产生。

文言文要关注

重点虚词实词含义
魏玉强说，文言文的考查突出体

现“题在课外，功在课内”的特点，对文
言文的备考要将重点放在初、高中教
材所学的文章上。重视文言词语的积
累是准确解读文言文的前提。

他说，读懂选文是应试的关键，最
后阶段还须对 18 个虚词和 120 个实
词充分关注，要掌握翻译的技巧，弄清
通假字、文言句式、古今异义、词类活
用等文言知识。

魏玉强说，加点词解释选择题
尽量回归原文句子，望文生义选项
常常是错误的选项。提炼信息和文
意理解选择题一般有两项是迅速排
除项，有一项是干扰项，因而建议采
用“排除法”。文言文翻译按照规律
翻译，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
篇，注意关键词。如果实在看不懂选
文，可以从选择题第 12 题找出一些
蛛丝马迹，因为这题常常就是对原
文意思的归纳。

做阅读理解

要回归文本
对于现代文阅读，魏玉强说首先

要回归文本，快速读懂原文，深入理解
文意、联系背景、整体把握文旨、归纳
出作者的真正意图。理清作者的思路：
文章各段说的是什么内容，是从哪些

角度说的；段与段之间是什么关系，它
们之间是如何照应的，又是如何形成
一个有机整体的。把作者起承转合的
行文思路看出来，把文章的领起段、过
渡段、中心段、主旨段、结语段分辨清
楚。

在进行答题时，魏玉强认为要明
确答题思路，规范答题。“一切答案都
在文本中，即使没有很直接的答案，也
有明确的答题区间，也能概括出要点，
包括探究题在内，都是‘有本可依，有
章可循’的，另外，还要加强训练，把握
答题技巧。”

需注意整理

自己的得意之作
在作文写作上，魏玉强强调要积

累素材，特别是好好整理自己的得意
之作，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可将自己
高中以来特别是高三以来的得意之作
找出来浏览，有可能的话进行修改、创
新。这既是一种练笔，也有可能在考场
上把它“牵”到考卷的话题上来。也可
以多积累几篇平时的优秀范文，考场
上可能会派上用场。

“对于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考生也
应引起关注。文章要有时代感，要有针
对性，不要无病呻吟，不要什么样的作
文都只知道把屈原、陶渊明、苏东坡、
李白等几个古人拿来说事，把他们当
作作文素材的‘万金油’。”

魏玉强提醒考生，虽然语文的学
习需要长期积累，但由于语文考试的
答案都在试题中，只要讲究备考策略，
考场上有认真细致的分析，完全可以
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分数。在最后20天
里，尤其不能放松对语文的学习，最后
的备考阶段尤其要注意做限时练习培
养手感。

个人简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2010年被评为日照市高中语文
学科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现任
日照一中西校区高三语文学科
备课组长。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那年，我们没日没夜地温
习功课；那年，我们一丝不苟地考场作答……又是
一年高考时，无数有关高考的故事让我们无法忘
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网友也纷纷
在本报官方微博上分享他们的高考故事。

那段日子很充实

@仝仁：记得临近高考时，一个有心的同学粗略数了
一下某一门课程一年发的试卷是 900 张，平均每天将近 3

张，现在想想那时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回想起一起奋斗
的那段时光，的确是最让人难忘的，估计再也不会为了某
件事情，那么专注，那么拼命了。

@求个编制：2004年7月中旬开始高三生活，全班将近
80人在30℃的高温下，挤在一间教室里学习，任凭汗水恣
意流淌。早上不到5点就醒，提前去教室早读，晚自习下课
后在走廊里看书到半夜。这一年里，拖堂成了家常便饭，
连堂也已习以为常，铺天盖地的试卷、练习、作业是主旋
律，最终在欢笑与泪水中收获了成长和辉煌。

@ECCOYO：高三印象最深的就是夜很深回家天不亮
就到学校,高高的书堆,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进步,每天都睡
不醒却很充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都在承受
着巨大压力,就这样大家都成长了,高考后的狂欢,像是按
捺的情绪在一瞬间得以爆发,每个人都笑靥难掩。

感谢默默陪考的父母

@张-小图：高考时父母尤其紧张，想问又不敢问，就担
心影响我的情绪，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真是辛苦他们了。

@___S丶朵朵：闷热的天气，满桌堂的课本，紧张的气
氛，印象中的高考前，早已成为让人怀念的历史。高考时，
6月的骄阳比现在刺眼得多，老爸老妈一直在校外陪考，
感谢爸妈。 本报记者 司路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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