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述上归纳整合

避免混乱无序

在能力层次要求的表述上
将“归纳整合”作为整体概念提
出来，有强化的意味。备考时需
特别关注此类试题的设置，尤其
是实用类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
第9题的设置要在整合信息要点
的基础上，关注归纳角度的辨
识，要点的分条梳理和清晰表
述，避免答案的混乱无序，漏缺
或重复冗赘。

在文学类文本考试要求的
表述上，将“概念”变成“词语”，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更
贴近文学类文本品味语言的审
美要求。词性多样、内涵丰富，在
描写或表情达意方面极具特色
的词语更有利于品味鉴赏。备考
的关键在于引领学生从不同角
度审视并表述这些词语的丰富
内涵。

在写作要求的表述上将“用
词贴切”变成了“用语贴切”，对
学生语言表达综合能力的要求
更高了，表述也更科学。“用语”
不只包括“用词”，还包括句式、
语法、修辞诸多方面的考量，从
一个小细节提醒我们关注日常
作文写作中的语言基本功训练，
切忌投机取巧。

拿不到理想分数的共性难
题：一是阅读量加大，阅读速度上
不来，手忙脚乱；二是阅读理解中
的单选双选题误差较大，排除标
准不清晰；三是古代诗歌和文学
类阅读内涵较深，解读不准确；四
是作文难以突破42分的瓶颈，得
意不得“度”，论理的广度、深度、
新颖度令人担忧。

着重能力关键点

不忽视“人”的因素

如何加快阅读速度？如何提
高理解的吻合度？如何精准阅
读？如何写出有质感、实感的好
文章？这些问题如果突破有效，
必定能帮助我们解决语文学科
中的“能力关键点”。

备考建议①：加强基础知识
在各类阅读中的应用性训练。以
片段阅读的方式促进对基础知
识的理解性储备，从阅读出发带
动基础知识的复习。

充分利用课堂狠抓选择题
的辨识训练，不同选项、不同思
维展开各种碰撞，切实领会筛选
辨别的过程。名篇名句的背诵可
切段切篇进行，尤其抓住那些文
化气息浓厚的名句，吃透其内
涵，各个击破，化整为零。

备考建议②：把阅读进行到
底。借助高考优秀作文和热点新
闻，启发学生的理性解读能力和
品味语言的能力。真正把阅读落
到实处，砸到点上。论述类和新
闻类阅读应每周定期定时训练，
读快、读准、找全、比细、比活，增
强学生对此类文章的阅读兴趣
和敏感程度。

尤其是非连续性文本的阅
读，一定要重锤猛敲。对那些文
化气息浓厚、充满正能量的古代
诗歌和文学类阅读更要舍得花
时间磨合，思考与表达结合，在
开放式的探究中自然提升文学
素养和思维品质。要把各类文体
题型的特征、做题思路的梳理和
文意的解读密切结合起来，读
透，读深，才能答全答准。

备考建议③：高考作文立意
越来越多元化，适合考生个性表
达。但要完成一篇立意深刻、境
界高远又具有思辨性的优秀作
文绝非易事。

作文备考要力争做到理论
指导与写作实践结合：加强审
题立意的常规化训练，切忌硬
性灌输；加强“符合文体要求”
训练，让学生明了记叙和议论
类文章的各自特点，切忌四不
像；加强文章构思训练，切忌
思路混乱；加强语言表达训
练，从细处、具体处入手，切忌
表达荒漠化。

在此基础上，突出作品视野
和境界，地气和情怀。对于写作水
平较高的同学，不可过分限定思
路，谨防抹杀学生的写作个性。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特色鲜
明的语文尤其不能忽视“人”的
因素，最后关头，一定要充分调
动学生备考复习的热情，增强备
战语文的信心，要在轻松清爽、
愉快满足的心境中，提升做语文
试题的兴奋度，自觉远离沮丧、
落寞、纠结的负面情绪，语文复
习的效果自是“柳暗花明”。

对“点”备考
精准笃“行”

孙文清，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语文教师，中教高级，泰山名师，泰
安市语文学科带头人。从教28年，立
足语文课堂，勤奋耕耘。

2018年，山东省高考语
文使用全国卷。面对新的
考验和挑战，首要的是吃
透考纲。新考纲与2017年相
比，虽只有几处措辞上的
细微调整，但须用心考量。

2018年高考季越来越近，泰安所有高三学生进入到考前复习黄金时刻。今年高考与以往不同的是，山
东地区高考卷全部使用全国卷，这对所有考生是一个新的挑战。为此，本报特邀泰安一中九大学科名师，推
出名师高考课堂，通过报纸、微信等方式，全面呈现高考备战“秘诀”，帮助考生迎接新高考，展望新未来。

抓实《考试说明》

捕捉信息并研究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王建
明教授强调，全国卷命题依据
是《课程标准》、《考试大纲》和

《考试说明》，要在复习中做到
既有针对性又避免做无用功，
既减轻学生负担，又提高复习
效率，就必须认真研究《考试说
明》，吃透精神实质，抓住考试
内容和能力要求，同时还应关
注近三年的高考试题以及对试
题的评价报告，捕捉高考信息，
吸收新课程的新思想、新理念，
从而转化为课堂教学的具体内
容，使复习有的放矢，事半功
倍。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实做细,
它是起点是基础。

抓好专题复习

打造思维高效课堂

对照考纲，结合2015———
2017年高考数学试题，专题可
分为微专题与大专题两类，微
专题以选择题、填空题为主，
大专题以解答题为主，对于微
专题，需熟悉基本知识点，掌
握通性通法，学会从多角度思
考问题，总结出常见的策略。

对于大专题，需知道该专
题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的适
用情境、问题的特征，养成从
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并比
较不同方法的特点。

加强思维训练

规范答题过程

解题一定要非常规范，俗
语说：“不怕难题不得分，就怕
每题都扣分”，要形成良好的
思维品质和学习习惯，务必将
解题过程写得层次分明结构
完整。通过训练过好四关：一
是审题关，审题要慢，答题要
快，要逐句逐字看题，找出关
键句，发掘隐含条件，寻找突
破口；二是运算关，准字当先，
争取既准又快，为此，同学们
熟记一些常用的中间结论是
非常必要的；

三是书写关，要一步一步
答题，重视解题过程的语言表
达，培养学生条理清楚，步步
有据，规范简洁，优美整齐的
答题习惯。认真学习高考评分
标准，学会踩得分点。四是题
后反思关，做题不在多而在
精，想要以少胜多，贵在反思，
形成题后三思：一思知识提取
是否熟练？二思方法运用是否
熟练？三思自己的弱点何在？
熟练的前提是多练，能力的提
高在于多思。

加强客观题解题速度

正确率需强化训练

选择、填空题都是客观试
题，它的特点是：概念性强、量
化突出、充满思辨性、形数皆
备、解法多样形、题量大，分值
高，实现对“三基”的考查。每
次小题训练应不断强化自己
选择题的解法，如特值法、数
形结合等。

另外，在解答一道选择题
时，往往需要同时采用几种方
法进行分析、推理，只有这样，
才会在高考时充分利用题目
自身提供的信息，化常规为特
殊，避免小题大作，真正做到
准确和快速。

通过训练，要达到这样一
个目的：大部分同学都能在50
分钟以内完成十二道选择题
和四道填空题，并且失误控制
在两题之内。

高三复习夯实基础是根
本，掌握规律是方向，提高能
力是关键。必须“以纲为纲”，
明晰考试要求，以不变应万
变，才可能利用有限时间，取
得满意效果。

明考纲考题
夺高考高分

进入二轮复习，通过专题复习与训练，强化重点，打通
知识的纵横联系，熟练解题方法与技巧，突破难点，感悟问
题的本质，实现从方法到策略，从单一到整合，从而提升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周洪星，中学高级教师，泰山名
师，泰安市优秀班主任，泰安市教学
工作先进个人。所著论文《学案导学:
转变学习方式的有效途径》发表在

《教育与探索》2001年的11期,且获第
八届中国教育教学创新成果一等
奖。2009年6月《新课程下班主任工
作之改变》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优秀
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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