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高考冲刺讲座语文命题预测访谈实录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9_AB_98_c65_106387.htm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

们第一场，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人大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树

泉老师，于老师在他的学生当中是人才济济，在近几年当中

，2003年有38个学生考入了北大、清华。在2004年有70多个

，2005年数量也是挺多的，而且学生当中有不少的文理科状

元，现在让我们请出丁老师。丁老师您好。请您跟我们网友

打声招呼。 于树泉： 网友们好！ 主持人：我在想，现在我们

的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也就十几天的时间了，我在想考生

可能在这个阶段最想的是怎样用好剩下的十几天的时间。首

先想请老师跟我们网友介绍一下在这十几天我们语文应该怎

么样来复习呢？ 于树泉： 应该说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最

后这几天时间里，我觉得语文学科应该说是需要复习的问题

千头万绪。最后这段时间，应该回一下头，应该温故而知新

，应该查漏补缺。把我们高三一年大量的复习回头整理一下

，让他有些条理化。不然平时高三一年的复习，应该说考生

要是步履匆匆的话，有很多东西根本没有消化好。这儿就是

囫囵吞枣就过去了。这儿有一个说法，他需要反刍一下。这

样消化、吸收一下。回头整理一下，发现平时学习的漏洞在

哪儿，然后有针对性的做一下弥补。查应该是可查之漏，补

的应该是可补之缺。因为我们高三一年的复习学习，可能问

题存在的不是一个方面，我说的是时间很短。可查之漏，可

补之缺。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在短期内十几天最有效，比如

说默写，默写应该是北京的规定，考试的时候是6分。范围基



本上就是课本。因为咱们这个可能是到处都看得到，全国也

应该是，它是四选三这个题。那三个里边，他给你出四个默

写，其中有一个是来自课外，课外的这个就看平时的积累了

。但是四选三，另外三个那都是课外。如果把这个记住，实

际上这六分是最应该得的，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比如有的考

生可能说，我的阅读还比较差，我的文学作品的阅读还比较

差，甚至说越临近高考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实

际上不是这样。 还应该是对自己应该是心中有数。自己最需

要弥补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不应该失去自

信，而且应该准确给自己有一个定位，我到底是什么差。而

且这个差的地方，可能那个是从小学甚至是从学前班就在积

累了，那个阅读能力。从识字的时候就在积累了。所以那个

一时难以提高，但是有些东西，它是短期内可以提高的。比

如我刚才说的默写，比如基础，有些东西回头看一看平时出

现的问题。比如说平时问题出在哪儿，有没有一个测题本，

回头看一看以前做错的在哪儿，争取在高考的时候别第二次

摔倒，这个就起到了查漏补缺的目的。 平时答题出现的知识

上的漏洞还是错误，还是方法、技巧上的错误，还是答题规

律上的东西，这个通过回头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个就是

考生应该采取的一种办法。 主持人：刚才老师提到了默写，

在这一段关键时刻能够抓住能够抓住的分数。 刚才网友提到

了，这段时间什么东西能够提高得比较快。像默写这些基础

知识方面。 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我们要温故而知新，在这里

我有一个相应的问题想问老师。我们反刍的是什么，是我们

的课本还是我们的试卷，还是我们的一些辅导书？ 于树泉： 

应该说，高考的150分有大部分内容还是侧重于基础问题。反



刍的时候，应该是回归基础，回归课本，不要到这个时候还

大量的做课外的题。我觉得，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这个时

候回头看一看，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高三一年是一路跑过

来的，这个时候回头反刍的时候，平时做过的，尤其是重要

考试的，比如上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下学期的一模二模

试卷，把那些试卷拿过来，回头看一看，看的时候发现自己

的漏洞在什么地方，是知识方面的漏洞，还是审题方面的失

误，还是能力方面，技巧方面的问题。回头看，看的时候思

考一下，这个漏洞，我可不可以当时避免失误。如果避免失

误，我用什么方法就可以避免失误，比如说审题。有时候审

题出现了失误，明明鉴赏题，鉴赏的是技巧，可能你误答了

内容了，这个时候是审题造成的。审题稍稍细心一些，这个

失误就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作文，审题的要求是很明确的

，如果你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你可能人家让你写的命题者

有意图的，通常情况下，应该是顺成命题者的意图去写。可

是考场上可能比较紧张，他就忽略了这个要求，或者说他有

几个要求，忽略了其中一个要求。 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

闪失。平时做题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知识的

漏洞，审题方面的错误，还是时间安排上的错误。比如有一

次大型考试，自己作文没写完，这次临近上考场之前，时间

的驾驭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时间驾驭不好，比

如说内容安排，他把这前面用得过多，到最后这个时间很紧

，这个是最应该注意的。从平时答题的经验中汲取养分，争

取在高考的时候合理分配时间，合理安排答题的节奏等等。

这些都是靠反刍，靠回头看平时答题来汲取。 主持人：我们

需要反刍了，反刍的可以是我们的课本，另一方面我们在一



年以来，跑过的路程当中应该积累不少资料。像我们平时的

试卷，我们都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从中间了解是不是自己在

哪方面有问题，是知识上的缺漏或者自己在选题方面的问题

。现在应该是总结和反刍这样的一个时间。 刚才老师您也说

到一些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时间把握不好这些问题。我们

网友在网上也提了一个相应的问题。大家在考试的时候怎样

来把握考场上的时间，怎样合理的分配，不会让自己太紧张

。 主持人：高考试卷150分，时间是150分，平均起来是1分

钟1分。应该说，每个同学有他的个体差异，有的同学前面基

础的题比较熟，做起来非常熟，这样选择题比较省时间。这

样在前边的内容里，他要省出时间，为后面做笔答题，这样

节省一点宝贵时间。因为笔答题要阅读，尤其是他要写，要

动笔，要思考，要表达。这时候相对来说费时间，而且作文

应该说，这一大块，60分。我觉得，应该比较稳妥来说，应

该有60分钟，不留60分钟，容易出现审题的问题。因为没有

时间了，就只能赶紧写，容易在审题上出现闪失。我觉得这

个时间的安排，还是因人而异的。笔答题，这块时间我不浪

费时间，这块时间我就可以相对节约一些，节省一点，这个

时间，我给作文节省一点，而有的同学是作文这一块从来不

出闪失，而且在40分钟内，有的同学就可以写出高质量的作

文。比如说可以拿50分。40多分就可以，这样他就可以把作

文这块的时间，十几分钟拿出来给前面相对薄弱的那个地方

，这样来分配。 总之，他不能因为一道小题，比如说一道三

分的选择题耗了10多分钟，而60分的作文还有二卷大量的笔

答题，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去答。时间一定要根据自己平

时答题的熟练情况，根据自己每次大考中驾驭时间的那种体



验或者是那种经验，根据这个来合理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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