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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全局、善总结、决胜负，语文拿下开门红
王莉莉（资深语文教育工作者，曾获全国作文大赛金牌辅导员称号）

� � � �对于中考语文，很多家长都特别的重视，语文学科冲刺最关键的点

在哪里？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些年带班过程中总结的收获，希望对即将

参加中考以及未来要参加中考的初中同学带来一些启发。

一、知全局，分值结构记于心

中考语文满分 150分，分为四大板块。第
一板块：古诗文的课内部分占 35分。其中，默
写与运用约占 13分；古诗文阅读约占 22分。
第二板块：现代文阅读 35分。由现代文阅读
一和二组成，一篇约 16分，一篇约 19分。第
三板块：综合运用 20 分。这是前些年新出的

题型，与14本名著相关，题型非常灵活。第四
板块：写作 60分。

二、善总结，考点模块有重点

对于古诗文部分，我的建议是———化零
为整，将课内庞杂的文言文篇目用自己的方
式进行归类。这里提供给大家几种归类思路：
一是古诗文类型归类，可分为同一时代作者
归类、同一素材方向归类、同一情感倾向归
类。二是古诗文中心归类，可分为赞美人物形
象品质篇、时代故事情感启示篇、爱国思怀壮
志难酬篇、技艺高超赞赏学习篇、大好河山状
物抒怀篇。三是文言词句解释注意，可分为词
语解释重实词、句子翻译重虚词。四是课外文
言文诗文，可分为名人之事———重人品和凡
人之事———重启示。
对于现代文阅读，也提供两种思路给大

家。第一是知文体特点，要能准确识别出文章
的文体，是记叙文、议论文还是说明文。第二
是知题型方向，如与文章标题有关，如题目的
含义，题目的作用；如与重点词语有关，某词
在文中的意思或含义。这要结合文章语言环
境，文章本意，挖掘人物心情、情感、性格、品

质；如与特殊句子有关，画线句运用了什么修
辞手法，分析其作用，不同修辞手法表达效果
不同，一般都与人物情状、情感、心情、性格、
品质以及文中相关人物经历有关。
对于综合运用，说到底，就是结合 14 本

课内名著必读篇目或课外读物来谈体会、谈
思考。需要重点关注和理清作者简介、内容摘
要、艺术特色、主要人物、经典情节和主旨思
想六大板块。

三、决胜负，作文能顶半边天

中考作文的评判维度里，A类作文基准
分 56 分，B 类作文的基准分 47 分，相差 9
分。而全上海市的市重点平均分，作文在
46~47 分。对标A类作文，我们需要做到哪
些呢？
首先，要做到切合题意，中心突出，选材

恰当，有新意，感情真挚，内容充实，做到这 5
点，你就可以拿 25分。其次，做到语言流畅，
表达明确，注意规范用语言，环境描写，人物特
写，联想丰富，画面感十足，有一定的表现力，
做到这些，语言的25分也就拿到了。最后，能
做到思路通畅，层次清晰，结构完整，详略得
当，10分的思路与结构也能攻下大半。
值得强调的是，审题很关键，遇到限定式

题目，要关注限定性关键词的解读；遇到无主
语题目，要突破主人公的身份局限性；遇到过
程式题目，要注重过程中的区别、体验、思考、
收获；遇到对比式题目，要重视对比中的差异，
差异中突出效果；遇到情感式题目，要抓住人

物情感变化的内在原因和逻辑；遇到五味五
觉式题目，要抓住细节的感知；遇到比喻象征
式题目，要抓住象征意义与联系性、虚实结合。
最后一个月如何备考作文，首先是要做

到作文素材多元，对已有常规素材整理归类，
对特殊方向素材思考构思。其次是立意升华，
多角度立意转化提升，从小我到大我思考突
破。最后是语言雕琢，通篇进行语言雕琢提
升，叙事重点突出，语言精炼。

掌握考点，道法开卷考勿盲目抄书
王俪（上海市宝山区杨泰实验中学副校长 高级教师）

� � � �作为初三中考唯一开卷考科目，道法考试时长总计 40 分钟，考试

内容范围包含六至九年级 6 本书，其中道德与心理健康占 40%、法律占

30%、国情占 30%。 下面，围绕考试答题的技巧和注意事项，与大家做些

经验的总结。

一、基本答题步骤

第一步，仔细阅读材料。道法卷面材料字
字如金，需要逐字逐句仔细阅读，尤其是每道
题一开始的“背景部分”。同时，要边读边圈
画高频词、关键词 （与所学内容有关的词
语），千万不要为了节约时间，粗糙读题而遗
漏重要信息。
第二步，明确任务要求。首先，需要明确

任务条件，例如：结合材料、从某角度、根据图
1等。其次，需要明确任务本身，即问什么答
什么。
第三步，运用所学的内容分析材料。当任

务条件有给定角度，可以找到与角度相关的
书本知识，角度名涉及单元名、课题名、框题
名、篇目名等，每个角度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要好好确认角度所给的范围。当任务条件没
有给定角度，则需要找出与材料相关联的所
有知识，知识多多益善。
第四步，形成规范的文字表达。作答要形

成完整表达，材料和知识之间使用“关联词”
连接。例如：分析题用“材料+体现了 /说明
了 +知识”。综合理解题和案例分析题最后
要写价值驱动，即正确的价值观表态，常用句
式为“我们要……（具体行动）+为……而奋
斗（行动目标）”。这里需要注意，写价值驱动
不要和知识混在一起，所有分析写完后，最后
单独写。

二、学业水平考试主要题型解析

1.填空题
常见题型有两种：一种是专有名词填空，

一般为书上原话，答题时注意不加字、不漏
字、不错字；另一种是分析填空，答题时要注
意通过上下文语境，查找提示信息。建议在做
填空题时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做不出可以先
跳过，之后答题过程中还有机会找到。
2.分析题
第一要写材料，所有题目的解答都是基

于背景部分即文字材料。第二要写知识，关联
相关书本知识。第三要写价值观，表达与主题
匹配的正确行为，从题目整体角度把握。
3.结论依据题
“事实依据”来源于题目文字、图表中的

重要信息（包括标题、时间、变化趋势、斜率、
重要数值、数值对比等）即材料主题所指的内
容在某个时间段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某
年数据到某年数据，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
“结论”是对于文字、图表信息即事实依据进
行推测得出的结果。在答题时要注意不漏读
题目背景、文字情境、图表信息、表后备注等；
结论与事实依据泾渭分明，不混淆；建议先思
考事实依据，再完成结论，两者逻辑一致。
4.预测题
第一要写材料依据，结合材料、图表概

括，写出趋势变化。第二要写政策依据，进一
步结合项目名称，分析支撑发展的政策因素，
往往是相关国家战略、方针、政策等。第三要
写支撑未来发展的宏观条件，写出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我国将继续实施相关战略，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在答题时要
注意不漏读相关图表及文字信息、明确任务
条件，完整句式可以这样表达：“图片信息描
述 + 归因政策 + 党的领导 + 第二个百年目
标”。
5.献言献策题
完成这类献言献策题目，可以借助这些

问题链来提出建议。思考我是谁？明确“我”
的身份，“我”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提出建议；
我向谁提建议？明确对方身份，所提出的建议
不能超过对方的权利范围；我针对什么现象

提建议，材料中具体有哪些问题；我从哪些方
面提出意见，提出的建议有什么角度要求即
运用哪些知识。基于这些问题，献言献策类题
目的答题格式可以是这样的：
角度：建议对象（谁）+ 行为动词（做什

么）+学科内容+行为结果。价值驱动：我们
要……（具体行动），为……而奋斗（行动目
标）。

三、备考常见问题及解决措施

1.在平常练习和考试的过程中，会遇到考
试时间不够，来不及完成试卷的情况。这一常
见问题的原因在于：盲目抄书，没有明确任务
条件和任务本身，对教材核心知识并不熟悉，
不理解，不能准确找到，不能准确把握作答时
间或时间把握并不恰当。
解决措施：巩固基础知识，搭建知识框

架，厘清知识与知识的内在联系。建议综合理
解题完成时间约 13～ 16 分钟，时政探究题建
议 12分钟左右完成，案例分析题建议 12～
15 分钟左右完成。
2.回答完成后，不能确定答案是否正确、

完整？这一常见问题的原因在于同学们对每
一种类型题目的评价要求不清楚。
解决措施：在日常学习做题的时候，建议

多关注答案的评分标准，明确每一种题型的
评价项。例如：评分项 1- 材料 1 分、评分项
2-知识 4分、评分项 3-价值观 1分。通过了
解每一道题目的评分项，才能规避扣分点，作
答时做到心中有数。

2023 《会心之乐》
2022 《这不过是个开场》
2021 《比看上去更有意思》
2020 《有一种甜》
2019 《这事真带劲》
2018 《真的不容易》
2017 《埋下一颗种子》
2016 《没想到，真没想到》
2015 《不止一次，我努力尝试》
2014 《悄悄地提醒》

附：近十年上海中考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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