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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人民

小学五年级的“小

画师”们，手绘名

著人物。一张张

形象画栩栩如生，

吸引眼球。

通讯员 应莉 摄

小画师
手绘名著人物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育。目前，我市加快推进“世界五金之都 品质活力

永康”建设，需要一大批人才支撑，人才培养成了一个紧迫课题。从今日起，本报联合市教育局推

出“师长说”专栏，邀请永康市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名家，谈“学之道”“作之术”，带我们去读懂学科背后的智

慧，去感悟教育的力量。

开栏语

胸中有丘壑 天机成云锦
——高考语文冲刺阶段复习策略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高考命题始终源于教材。考题中

的语言基础知识、文言字词理解、默

写、《〈论语〉选读》阅读，甚至是古诗词

鉴赏，知识点都源自课文。命题立足

《课程标准》，重视教材的基础和示范

作用。因此，回归课本，重视课内知

识，疏浚“源头”，可以实现知识迁移能

力，激活“一江春水”。

搭屋建架立千尺
举一反三有类依

一 轮 复 习 ，紧 扣 考 纲 ，全 面 铺

开。最后阶段，我们应该结合考纲，

构建各考点的框架结构图，做到心中

有数，不留盲点。比如文学类文本阅

读，我们对常见的表达技巧（包括修

辞手法、表达方式、篇章结构、表现手

法等）要了如指掌,形成知识体系；总

结语言修辞、形象赏析、技巧分析、谋

篇布局、意蕴探究等题型的答题模

式。贯通散文、小说、古诗词等不同

文体的相关知识，整合归纳，形成知

识树，提高灵活运用知识解题的能

力。

要树立“类题意识”，即从“类”的

角度来理解、把握每一道题。高考试

题虽年年有出新，但绝大部分是典型

的类题。如 2018 年起,连续四年均考

查了“语言特点”的赏析。树立类题意

识，有助于考生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

极大提高复习效率。

循“规”自是有方圆
显“范”始能成妙语

语文高考，又有哪些“规与范”？

首先是书写的规范。在指定位置作

答，书写工整，卷面整洁，做好“面子工

程”。其次答题规范，认真审题，立足

分值，分点作答，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使阅卷者“一见倾情”。再次，高层次

的规范应体现在语言表达方面。主观

题的答题用语要符合语文的审美，彰

显“语文味”，不能随意。尤其是古诗

词，要用专业术语赏析。2021 年的诗

歌鉴赏题——赏析写景艺术，其参考

答案为：①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从村

坞、山家到室内，步移景换。②意象丰

密，色彩和谐。“苍藤老干”“翠竹明

沙”，构成明净清幽之境⋯⋯典雅而专

业 的 术 语 ，无 不 凸 显 十 足 的“ 语 文

味”。备考时，考生应重视对答案的语

言组织。

家有存粮用在我
珍馐美馔巧为之

作文考题，多要求以新青年的视

角，回答新时代的命题，既要体现思

想的深刻性，也要体现内容的丰富

性。在积累材料上下功夫，不断充实

新材料，也要找找“存粮”：回归课本，

梳理素材。同时，多关注社会上的热

点人物、重大事件，做到“回归课本盘

活存量，勾连热点做好增量”，形成自

己的素材库。利用每一次备考作文

的训练机会，以写作实践盘活存量素

材，激活素材，以达到思想与表达的

提升。

总之，百川归海，不离其宗。语文

复习只有聚焦学科核心素养，讲究复

习的方式方法，信笔从容，方能行而可

远。

融媒记者 舒姿 整理

曹敏华：百川归海，不离其宗

永康六中
赠书温宿二中
本报讯（通讯员 应玲珍） 连日来，

永康六中发起“浓浓书香味，悠悠援疆

情”捐书活动，为充实新疆温宿县二中

图书馆藏书贡献力量。

此前，永康六中援疆教师吕月秀反

映，她所支教的温宿二中图书馆藏书缺

口很大，无法满足师生的日常阅读需

求。得知消息后，永康六中团委马上发

出“爱心捐书活动倡议书”，得到全校师

生的积极响应。

据统计，短短一周，全校师生共募

集各类图书 1768 本。这些爱心书籍将

送往温宿二中。

今年是浙江省自主命题的最后一年，总体命题还是保持以稳为主，稳中有变的基调，难度系
数保持在中等水平。语文试卷结构基本不变，题型熟悉，提分却困难。2022年高考备考复习进
入冲刺阶段，如何高效复习？

今日，做客“师长说”的是永康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郭明恩、永康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曹敏
华。下面，就请两位教师与学生分享高考语文冲刺阶段的复习策略。

现代文阅读
1.实用类论述类文本阅读（小阅

读），由两道选择题加一道主观题构

成，题型稳定。选文大都兼具思想性、

教育性、知识性和人文性。2018 年到

2020 年所用的材料都是实用类非连

续性文本，而 2021 年则是单篇连续性

的论述类文本，材料选用有所变化。

今年更加注重单篇选文的阅读理解，

重视对文章的深度理解。

备考建议：抓住核心概念、重要语

句。从解题角度来说，考生应强调审

题意识、要点意识和语言表述的简明

准确性；其次，对命题的干扰手段（包

括因果颠倒、未然当已然、张冠李戴

等）要理解透彻，考生应将审题放在第

一位。速读文本，审清题干，答题应紧

扣题干重要信息，既要懂得形式上的

分点，也要从内容要点上照顾全面，综

观全文进行概括分析，提炼要点。

2.叙述性文学类文本阅读（大阅

读），考小说文本还是散文文本并没有

严格界限，从往年看都倾向叙述类文

本。语言、形象、结构、细节、主题、艺术

手法等多个层面多有涉及，其中语言特

点赏析题考查频繁。12道小题往往是

创新压轴题，属于“变”的新题，拉分比

较大，着重考查考生知识灵活运用。

备考建议：理清常规阅读题涉及

的概念，可参照教材《外国小说欣赏》

的八篇知识短文进行理解。答题要建

立在真正品读文本的基础之上，结合

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理解能力，精准感

受作家的思想感情，正确把握文章主

旨。高考是选拔人才的考试，暗设大

背景，会有一定的文学导向功能，如去

年和前年的文章虽都有爱情相关的主

题，但更应该站在人性和家国情怀等

角度去做更为深刻的思考。考生答题

时要标明要点，避免要点重复，熟练运

用术语，但一定要言之有物，结合文本

作答，让答题有理有据。一句话：常规

题拿稳分，新题争取多拿分。

古诗文阅读
1.文言文都是常规题型，以实词、

虚词、归纳内容要点、概括文章思想、

断句和句子翻译为稳定题型，选材多

为书、序、记等文体。需要注意的是，

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理解与掌握也

成为一个考试的命题点。

2.诗歌鉴赏题的命题形式基本稳

定，以表达技巧为考查重点，聚焦于古

代诗词的表达方式，但选材上出现陌生

化倾向，2021 年的命题材料是清代吴

伟业的词《意难忘·山家》，无论是从时

代、体裁、题材、风格诸方面来说，还是

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对考生来说都是陌

生的。在此，主要是答题上要用专业术

语作答，考生需强化答题要点的训练。

3.论语题的选材以《〈论语〉选读》

的课内材料和课外有关《论语》选文结

合命题。但命题方式变灵活了，几则

材料来自不同专题。21道小题解释词

语的目的是理解思想，不同于古文翻

译。22 道小题也有较强的陌生化倾

向，可让考生进行举例分析。

备考建议：文言文要夯实课内常

识基础，逐课清理 18 个常用虚词，注

重基础句式积累，翻译需逐字对照，正

确表达。

诗歌鉴赏要沉下心反复读文本，

反复比较。规范解题的关键是明确答

题步骤与答题角度。教师可以分题型

指导学生总结答题规律，比如赏析类

题作答时应先点明手法，再结合文本

分析，最后指出表达效果。

《论语》复习不能只停留在读和背

上，专题复习过后要横向打通，注意泛

读的五个专题也可出题。对此类题，

更多考查的是对孔子思想的传承，所

以要坚持“古为今用”“举一反三”的原

则，考生应把儒家优秀的人文思想贯

彻到本人的思维和生活中去。

郭明恩：准确把握阅读的“变”与“不变”

“实验”萌娃学新知
爱绿护绿记心间

本报讯（通讯员 金俊聪） 连日来，

市实验幼儿园开展“爱绿护绿”系列活

动，鼓励孩子们与自然对话，树立他们

爱绿、护绿意识，将爱绿、护绿牢记心

间。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大树”

“老师，我们平时要怎么保护大树”⋯⋯

小班的孩子们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教

师们通过各种形式向孩子们介绍植树

节的由来，还带着他们来到室外，认识

园内不同种类的“树朋友”，普及植树的

意义和爱护树苗的常识。

中班的孩子们通过与小伙伴、教师

的对话，开展“我给小树照张相”活动。

在明媚的春光里，孩子们走出教室，拿

起画笔，为“树朋友”们留下一张张独特

的手绘“相片”。

而大班的孩子们在教师的帮助下，

深入了解“小树的秘密”。带着什么是

年轮、什么是树纹、植物的根茎叶各有

什么作用等问题，孩子们更加明白了爱

护树木的重要性。教师们还结合垃圾

分类，给孩子们讲解了生活中的有害垃

圾对树木的危害等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