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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生在学习中有一个共同的困惑用功复习了语文，成绩

却很难提高。其实，这当中也许与没有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有关。语文，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它作为学科的科学性的特

性。既是有科学性存在，就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根据多年高

三语文教学的经验，我们向各位高三学子提出五条建议，告

诉你高三语文可以这样学。 建议一：正确、认真地研究《考

试手册》，理解高考语文的要求，解析上海卷的命 全面、仔

细、认真地解读由上海教育考试院颁布的《考试手册》，是

所有高三学生应当做的第一件要紧的工作，因为《考试手册

》是指导高三复习的航标，而许多学生常常忽略对《考试手

册》的研究。建议考生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仔细阅读、分

析《考试手册》在语言表述中与前些年的用词和提法上有哪

些不同，进而研究上海的语文教改对高考生的能力要求有了

哪些改变和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研究《考试手册》

，就不知道变化在哪里；不研究《考试手册》，就不清楚考

点在哪里。一年的复习要想做到“有的放矢”，就一定得好

好研究这本《考试手册》。 建议二：对现代文进行分类集中

阅读，寻找解读规律与答题思路。 从上海卷近年来的命题选

文来看，现代文越来越侧重于选用那些实用性强、文学性强

的文本，这正是反映了教育为生活服务、语文贵在培塑知性

的教育原则与教育思想。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类型的文本

不会选用。我们针对目前高中学生普遍的阅读现状，提出高



三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训练的难点要放在咏物类散文与哲理性

散文的解读上。建议各位高三学生，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

对此进行专题性的学习与研讨，根据此类散文的创作规律，

找到正确的解读方法。 另外需要提示的是，在现代文的考题

中，妨碍学生得分的一个普遍原因是，考生常常忽视了隐藏

在题目中的对语文概念内涵的准确理解。譬如学生常常错把

“请概括文章的中心”和“请说说作者的意图”当成一回事

。建议对语文的文体特征、表现手法、语言艺术等相关概念

做一次完整而系统的整理。只有理清了术语的概念，搞清了

题目的要求，才可能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 建议三：整理、

记诵古代诗词中物象的常见象征意义，有助于准确理解古代

诗词的主旨。 历年高考，在古诗词阅读这个板块，全市不同

学科的高中生得分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不少学生对古代诗词

的主旨把握起来有困难。其实，诗词创作有个规律，就是诗

人常常喜欢借用各种物象来表情达意。随着历史的发展，许

多物象也就被依附上相对比较稳定的意义。譬如“水”这个

物象，大致也就是四个意义比较常见：①不可阻挡的历史趋

势；②如“逝者如斯夫”一样的时光流逝的感叹；③绵长深

浓的悲情愁思；④难以把握的一些事物等。因此考生理解了

并熟记了这些物象的常用的象征意义，解读诗词无疑多了一

把开启的钥匙。 建议四：从古汉语的词汇表开始，结合文言

文的词法与句法规则的复习，克服“惧”和“躁”两种不良

心态，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 对文言文学习，通常高三学生

存在两种心病，一是害怕，二是烦躁。害怕是不敢学，烦躁

是坚持不下去。多半的理由是，觉得文言文艰涩难懂，词汇

又多，意义繁复，句子结构变化多端。所以对待文言文学习



，常常视若畏途。其实，文言文也有自身的规律可循。例如

，词汇虽然多，但是常用的词汇也就只有160多个，加上上海

卷文言文命题存在着“实词回避”的潜规则，如若把近五年

试卷出现的文言文词汇剔除掉，你需要强记的文言文词汇也

是屈指可数的。因此，对待文言文的学习和复习，考生尤其

需要调整心态，用正确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训练方法进行复

习，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语文学习能力。 需要告诉你

的是，文言文这部分，只要你花了功夫，成绩的提高是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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