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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进入新一轮的复习。有很多考生感到很困惑，语文不像政

治和历史，可以通过记忆来复习，又不像数理化，可以通过

做题来巩固。“我应该怎么复习语文呢？”今日，4位资深语

文教师齐聚名师讲堂。他们将为考生解答心中的疑惑。怎样

巧记多音多义字、如何梳理教材？原来，语文复习要讲巧方

法。 近期复习应亲近教材 近期复习要抓住两个要点：一是梳

理教材，二是综合训练。 一、梳理教材 高三学生往往沉入题

海和版块复习中去了，而把教材远远地抛弃了，这实际上是

将一个重要的学习资源丢弃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梳理我们的

教材呢？ 1．重温教材中的文言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我们很

熟悉，读来有“相识”的感觉，于是无论是积累文言实词，

学习文言虚词，还是熟悉文言句式，乃至了解古代的称谓习

惯、官名、地名等古文化常识，都会有效得多。更何况高考

文言文考试的内容有的直接源自教材（文言虚词题，若对课

内句子不熟悉，成功率就会很低），有的与课文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文言实词）。熟悉了教材中的文言句式和词类活用

，我们应对文言文翻译，也就多了几成胜算。当然，教材中

的文言文并不是都要去看，我们应该重点将六册和一、二册

的文言文读熟读透。 2．对各册课本中涉及到的词语以及教

材后的附录，比如《标点符号用法》等，要专门多花些时间

去复习。 3．课本中的名句名篇是高考的主要内容，我们必

须全部掌握。当然在复习后期，我们要缩小范围，多注意散



文名段、名句以及所有的诗词。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理解性

的默写是一种新的考查方式，我们在背书时，一定要理解句

子的含义。 4．文学常识更应该首先把课文涉及到的先抓好

。很多复习资料，文学常识多而杂，为防止万一，看看这些

是必要的，但复习重点应该是教材中涉及的作家及其作品，

这样我们复习的范围就小得多，也就轻松得多。 5．浏览一

下我们学习过的文章，特别是重要的散文，我们从中应该看

到很多文章写作的表现技法，熟悉了它们，我们在做大阅读

时，就有了相应的知识基础，我们对一些表现手法也就敏感

得多。 6．积累作文素材。我们很多同学写作时觉得没写的

，其实我们的课本就是一个大的素材库，我们从教材中还能

看到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伶官传序》里“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触龙说赵太后》给人的启示等

等。我们熟悉这些，考试时顺手拿过来，一定能给阅读老师

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二、综合训练 到了复习的最后阶段

，做一定量的综合训练，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让我们获得

许多的考试经验，比如时间安排，做题顺序，遇到疑难时的

应对策略及心态调整等等。通过综合训练，我们做题时，会

更敏感，会更准确，从而提高我们考试的成绩。我们准备在

这两周，做两套左右的整体模拟题训练及一定量的主、客观

题综合版块训练。 至于题目，应该尽量用新题，若再用2005

年时的一些模拟题，训练效果会打折扣。我们采用的新题，

要准确，避免失误，还要考虑导向的问题，否则也会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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