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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4日 星期六6 初中学考·辅导

重视基础 查缺补漏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赵彧

语语文文

“ 凡 事 预 则 立 ，不 预 则 废 。”
要想提高复习效率，在寒假开始
前，考生应该针对语文学习的不
足之处，制订明确的复习目标和

具体可行的复习计划表，按照计
划有条不紊地推进复习进度，查
缺补漏。

今年寒假一共五周，除去春节

假期休息一周，考生可以安排四周
的复习任务，每天拿出 1 至 1.5 个
小时复习语文。具体计划可参考
如下表格。

升入初三后，各校会组织几次重要的
月考以及期中和期末两次大考，这些考试
的题型都会模拟初中学考。相信在这些
考试中，考生已经积累了一些备考经验，
并对初中学考语文学科的考试题型、知识
点等有了清晰的认识。不少老师会指导
考生在考后进行错题整理，梳理相关知识
点，并总结错题原因。在本学期结束，相
信考生已经拥有了一本题型全面、分类细
致的错题整理本。

寒假开始前，建议考生结合2024年北
京市初中学考语文真题以及初三上学期的
历次月考试题，特别是期末的区统考试题，
认真做好试卷分析，充分利用错题整理本，
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精准定位 诊断分析 找准不足

考生只有找到不足、总结方法，才能实
现“弯道超车”。语文学科知识点庞杂，很
多考生可能会感到复习时千头万绪，无从
下手。建议考生在复习时，要有专题复习
的意识，回归课本，重视基础，从而提高复
习效率。

例如，如果考生在期末考试中标点部分
失分，需要有针对性地厘清各种标点的用
法，尤其是相似标点间的区别。首先，考生
要回顾教材中的相关知识点，掌握常用标
点的一般知识和使用规则，然后通过课文
中的典型句子或段落来巩固标点用法，最
后通过相关练习来检验自己的掌握情况。

如果考生在期末考试中病句部分失
分，可以先利用教材上的病句类知识补白
和典型病句，熟悉并掌握病句的一般类型，
再迁移运用到大的语段材料中，诊断出句
子的问题所在。

如果考生在古诗文阅读中丢分较多，
那么寒假就应该侧重古诗文复习。近年
来，古诗文默写考查的能力包括积累、辨
别、默写、识记和理解。在默写时，考生要
关注易错字、通假字不要写错，比如“玉盘
珍羞直万钱”中的“羞”“直”。理解性默写，
考生要理解诗句内容，把握诗人情感，根据
题目要求，准确写出诗句。

在复习过程中，考生要举一反三，不要
只就知识点记知识点，要学会归纳、分类、
整理。古诗复习时，建议考生从写法、内
容、情感等方面入手单篇复习，同时还要从
同类意象不同情感、情感相似手法不同等
多种角度进行纵横比较阅读，建立自己的
古诗复习体系。

回归教材 重视基础 稳步提升

合理规划 制订寒假复习计划

以上是针对古诗文阅读及基础
运用专题复习的一些建议。在复习
基础运用专题时，考生要归纳六册
书内的生字词（包括音、形、义），并
整理、归纳教材补白中的语法、标
点、修辞、病句、关联词等基础知
识。对于古诗文复习，考生要稳步
推进六册书中必背古诗文的复习进
度，在背诵默写过关的基础上，分类
整理古诗文中的实词、虚词、一词多
义、古今异义词等基础知识，并做好
古诗文阅读理解题目的分类总结。

假期中，考生要充分利用时间
阅读名著，尤其是九年级下册推荐
阅读的书目《简爱》《儒林外史》，务
必在寒假期间读完。此外，考生还
要复习初一和初二的其他必读名
著，熟悉并把握核心人物、核心事件
等。假期中，考生也要对现代文阅

读（包括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文学类
文本阅读、议论文阅读）进行复习。
考生可结合初三上学期的学习情
况，利用寒假复盘自己的问题，并适
当做一些练习。现代文的练习要精
益求精，不要贪多，每做一篇都要总
结一篇。做题时，考生要关注文本
中的关键信息，并圈画出这些关键
信息。做完后，考生要认真对答案，
不仅要检查答案是否正确，还要关
注题干的问法，明晰每道题的考点，
归纳总结不同文体的阅读方法，细
读文本，品味语言。

教材是复习的基础，涵盖了初
中学考必考的关键知识点。初中
学考试题往往会对教材的课后题
进行调整和创新。例如，2022年初
中学考议论文第 25 题要求考生说
出第⑤段画线处使用的一种论证

方法，并分析其论证效果。2023年
初中学考议论文第 26 题要求考生
简要分析第⑤段画线句是如何推
进本文论证的。

这两道题均源自九年级上册
教材课文《敬业与乐业》的课后习
题，是对课后题的演变和创新。由
此可见，初中学考题目的提问方式
和考查点与教材高度贴合。因此，
考生在复习时要重视教材，明确复
习方向，依据教材有针对性地查缺
补漏。

另外，寒假期间，考生也要重视
作文写作素材的积累和整理。建议
考生走出家门，丰富自己的生活体
验，积累更多写作素材。在写作专题
复习方面，建议考生从审题、选材、立
意、描写等方面入手，根据自己作文
写作上的问题进行专题训练。

周次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时间安排

1月12日—17日

1月18日—19日

1月20日—24日

1月25日—26日

2月3日—7日

2月8日—9日

2月10日—14日

2月15日—16日

复习专题

古诗文复习

基础运用专题

古诗文复习

基础运用复习

古诗文复习

基础运用复习

古诗文复习

基础运用复习

复习内容

七上：《观沧海》《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次北固山下》
《天净沙·秋思》《夜雨寄北》默写、阅读

七上：《论语十二章》《陈太丘与友期》默写、阅读；《诫子
书》《狼》阅读

字音字形、语境解词

七下：《木兰诗》《登幽州台歌》《望岳》《登飞来峰》《游山西村》
《己亥杂诗》《泊秦淮》默写、阅读

七下：《陋室铭》《爱莲说》默写、阅读；《孙权劝学》阅读

对联、书法、表达欠妥

八上：《野望》《黄鹤楼》《使至塞上》《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
行》《饮酒》《春望》《雁门太守行》《赤壁》《渔家傲（天接
云涛连晓雾）》默写、阅读

八上：《三峡》《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夜游》《孟子三章》默
写、阅读；《愚公移山》阅读

修辞及成语使用、标点、文学常识

八下：《诗经二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卖炭翁》默写、阅读

八下：《桃花源记》《小石潭记》《北冥有鱼》《虽有嘉肴》《大道
之行也》默写、阅读

补写句子

编者按：时光飞逝，初三生即将迎来寒假。在这个假期里，初三生该如何制订各学科

的复习计划？又该如何有效利用时间，让假期成为考前“加油站”呢？为此，本报特邀

数名一线教师为考生支招。

初三生要充分利用假期，合理规划语文学科的学习内容，精准定位自己的不足之处，

并有针对性地查缺补漏，争取在假期实现“弯道超车”，为初中学考蓄力。以下是笔者针对

语文学科寒假复习要点和备考规划等提出的建议，供考生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