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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8A_E5_B9_B4_E9_c65_106283.htm 今年高考，我省的语

文试卷进行了较大的改变，很多考生反映很不适应，为了让

考生更好应对明年的语文考试，本刊专门请漳州普教室李都

明谈谈明年高考复习要点，希望能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2005年高考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媒体上对今年我省的语文试

卷也有不少的评论，鉴于高考命题工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

程，因而是是非非很难有个最后的定论。但是，2006年的高

考语文复习工作又很难绕开2005年的这份试卷，因为不管高

考试卷如何变化，它总是有自己运行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

讲，探析这份试卷的命题情况能够为2006届的高三语文复习

提供一定的借鉴。 今年我省高考语文试题在总体上继续沿着

去年的命题思路前进的基础上，局部进行了力度不小的改革

：科普文章的阅读、文言文阅读与翻译、古诗鉴赏、名句名

篇、文学作品阅读、语言表达与语言应用以及作文保持命题

的连续性、稳定性，从考点设置、命题思路到题型选用与往

年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且大部分的试题难度有所下降；今

年改革的力度主要体现在减少选择题的题量，即第I卷第一题

“语言基础知识及应用”原有的6道试题实现了“变脸”错别

字、标点符号、句子衔接没有独立命题，词语辨析、成语使

用以及病句的辨析与修改被挪到第II卷，以主观题的形式进行

考查；提高了作文试题的分值，即由原来的60分提高到70分

，而且字数也由“不少于800字”改为“900字左右”。整份

试卷既遵从《考试大纲》的要求，又不拘泥于《考试大纲》



的文本形式，在继续保持平稳过渡的同时，有所作为，有所

创造。应该说，这与教育部下放命题权的精神是一致的。作

为新一届高三毕业班的语文复习，对于2005年试题的新思路

、新变化，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但是，如果没有透过这

些变动的形式分析其变化的实质，复习就会陷入被动的状态

。 文言文阅读与翻译篇 文言文阅读也依然按照去年的命题思

路，通过常用实词意义、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的辨析，筛选文

中重要的信息以及对文中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来考查考生

浅易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与往年不同的是，在文本的选择上

，今年的试卷没有选用人物传记作为文本，而是选用宋濂的

一篇《送天台陈庭学序》的赠序，由于文本中所使用的词汇

，文句与教材中的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故此，难度并不会

高于一般的传记文章。试题中所考查的实词属常用字、虚词

遵从《考试大纲》所要求的18个虚词的范围，信息筛选与分

析概括由于文本阅读难度适中而易于被广大考生所接受。 今

年的试卷在翻译这个内容的考查上，注意到了新修订的《考

试大纲》对考点的调整，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并强调了课

文的学习积累。其中文言文翻译所选用的文本虽是议论文段

，但所涉及的人物、事例教材众多有出现，可以作为阅读的

背景知识。试题所强调的重要词语如“王”“亡”“困”“

请命”“解”“东”均为文言常用词语，所涉及的与现代汉

语不同的文言句式和词类活用是今年《考试大纲》所要求的

，且“困”用作被动，“东”方位名词作动词教材中也出现

过，是考生所熟悉的。 文言文阅读的复习应注意如下几点：

1.熟悉课文。文言文选文历来都是课外的，但是相关的语言

知识却都可以课文找到依据。所以说，题目在课外，答案在



课内。对于课文尤其是一些要求背诵的课文一定要读熟，起

码是见上文知道下文；文中所涉及到的常用实词、虚词的词

义，一般的文言知识都应当理清楚。有了这些积累，不管考

的是人物传记还是其他文章都可以应付自如。 2.能够对相关

的知识进行梳理。在复习中能够把散见于课文的一些知识加

以整理，比如，文言实词以新大纲规定的120个常见文言实词

为范围，以古今异义、.一词多义、偏义复词、异读别义、通

假字几个点进行整理归纳；文言虚词则从意义和用法对《考

纲》所要求的18个虚词逐一梳理。 3.进行一定量的训练，熟

悉和掌握文言文阅读的题型。以能力立意的现代高考试题，

不仅检查考生的知识积累，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检测考生的运

用能力为主。因而没有一定量的综合训练就难以适应试题的

考查。不过，训练一定要有自觉意识，不能盲目去练，要通

过训练，理解试题的题型设置、解答的思路以及技巧。 4.文

言翻译复习时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能够

用合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或习惯）的白话文翻译浅易的文

言文。其次是在掌握文言文中常用的实词和虚词的意义和用

法的基础上，能够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翻译文言文

：将单音词换成现代汉语双音词，将词类活用的词换成活用

后的词语，将通假字换成本字等，转换词语的表达；保留国

号、年号、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删除同义连用或

偏义复词等不必保留的词语；添补原文省略或隐含的内容；

调整原文的文言句式，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语序；在原文用了

诸如修辞格或典故的地方，能够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灵活、

贯通地译出大意。不歪曲、不遗漏，也不随意增减意思，表

达没有语病，力求忠实于原文、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做到



字字落实。最后是在“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的

原则下，在对文章大意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根据文章具体的

语言环境，准确译出句子的意思、语气、句式特点以及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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