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高考语文重点考核的是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运

用知识的能力，论证并探究问题的能力。这就为高考复习指明

了方向：重点培养能力，提高素养；指明了主体：是学生；指明

了方法：整体把握，精讲精练，个性化解读。基于语文学科的特

点，要求整个语文学习中要有情感体悟。因此，只有观照到这

些要素，才有可能取得好的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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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中不以学生为主体

到了高三，教师有一种紧迫感，感到内容多、压力大、任务

重。 所以复习中，为了赶进度、赶时间，大包大揽，替学生思考

了该学生思考的内容，替学生做了该学生做的事情。没有了分

析、思考，学生只是机械地听老师的讲解。 这禁锢了学生的思

维，包办了学生的解题过程、思维过程，制约了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及有效运用。
现在高考重点考阅读、写作。 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很

难适应现行的高考。现在的语文是大语文，包括生活的方方面

面，试题相当灵活。 教师要自己松绑，不要用自己的勤劳培养

学生的懒惰。教师要把眼光放远，站位要高，高屋建瓴地点拨，
让学生自我补充、修正、完善知识，自我理解、整合，变教师为

中心为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有一定思想

的人。
二、教学中划分板块，各个突破，没有整体性

通常高考复习采用分块训练， 各个突破的方式。 高三复

习，第一轮过教材，重点对文言文进行字词归类及讲解。 讲解

中分为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板块。第二轮

复习时板块划分更细，分为病句板块，标题的作用板块等。 肢

解了知识， 割裂了知识的内在联系， 忽视了中国文化的整体

性，忽视了中国文化是从整体走向局部的特点，也忽视了语文

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学生语文素养、能力的提升。高考考

查的是学生运用语文知识和语文思想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所学材料进行提取、整

理、重组，形成又一个具有整体观念的材料。它要观照到思想、
情感、艺术性等整体的层面。 割裂分块的训练，使学生思维具

有局限性，思维处于低层次，会出现考核板块知识时分数高，
整体知识时分数低的现象。所以训练中要强化知识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关联性， 特别强化学生对文本的思想及情感的整体

分析，培养综合能力。
三、教学中搞题海战术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是对学生能力的考试，重点对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的考核，所以夯实基础是重要的，做一些典型性

强的资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一味地以做题来代替复习，不

进行思维、分析、综合能力的训练是不对的。 高考试题题目在

书外，知识点在书内。这就要回归课本，对课本知识整体、系统

地学习。
高考试题阅读题多，分值大。阅读题实质上考核的是从小

学到高中学习的分析层次、段 意、中 心 思 想、结 构、艺 术 特 色

等。只搞题海战术，没有整体观念，不训练思维，是考不出好成

绩的。训练中要精选母题，母题要典型，有针对性。可针对考纲

要求、思维训练、情感提升、学生弱点、易出错的细节等来选择

母题。学生做题时必须明白，此题针对的是什么考点及对该考

点的能力、情感的要求，该考点与哪些知识相关联，如何科学

规范地做答等。 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举一反三，提

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四、教学中没有个性化解读

新课改推行合作、探究学习。 合作、探究学习推进学生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这种理念在高考中有突出体现。
试卷中最典型的是现代文阅读的第四小题，分值八分，要求根

据文意联系社会，谈谈自己的理解，进行个性化解读。 许多老

师照本宣科，拿着书或资料一题题去做，而且注重参考答案，
尽量向参考答案上靠。 虽然有时感觉参考答案与要求有些距

离，但还是选择相信专家、参 考，把 自 己 的 观 点、理 解 抛 之 脑

后，没有个性化解读，人云亦云。这就阻碍了学生的思维训练，
弱化了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

五、教学中缺乏情感的培养

新课改倡导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 态度、 价值观的培

养。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

溢于海”。 高考诗词鉴赏就是考学生对诗词思想情感的掌握，
现代文、 文言文阅读也是要求把握作者在文中流露的情感及

文中人物对人和事的情感。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

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及情感体验，挖掘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意韵，
准确解读诗文所表达的情感。 如 《横吹曲辞·陇头吟》（唐·王

维）中的“身经大小百余战，麾 下 偏 裨 万 户 侯；苏 武 才 为 典 属

国，节旄空尽海西头”。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

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 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封赏不

公，这样使悲愤之情的抒发越发显得深刻有力。如果教师不引

导学生进行情感的体味，不展开想象，不注意情感的培养，是

不会体悟到“悲愤之情”的。
综上所述，高考复习是个系统工程，教师要注意到方方面

面，按照语文教学的规律教育学生，相信定能取得好成绩。

高考语文复习中应注意的几点
邵柏灵

（甘肃省和政县和政中学，甘肃 和政 731200）

参考文献：

[1]唐永国.高考语文总复习中应 注 意 的 几 个 问 题 [J].中 学 教 学 参 考，
2011（31）.
[2]柴柏清.关于高考语文复习的几点思考[J].语文学刊，2015（21）.

［责任编辑 李 媛］

作者简介：邵柏灵（1967.3— ），男，汉族，甘肃和政人，中学高级，研

究方向：高中语文教学。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教学反思Mar.2019
Vol.9

2019 年 3 月
第 9 期

5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