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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虽然考试材料多为课外内容，
但考查的知识和逻辑却与教材紧密
相通。因此，考生做好课内基础知识
的夯实工作，对于应对各种考题至关
重要。具体而言：

1. 夯实教材知识：包括对课内古
诗文的背诵与理解、重点实词虚词的
整理与积累等。比如石景山区文言
文考题“矜己自大”中的“矜”，与选择
性必修上册《老子四章》中“自矜者不
长”的“矜”意义相同；朝阳区考题“隳
其三都”中的“隳”，与《过秦论》中“隳
名城，杀豪杰”的“隳”含义一致；丰台
区考题第六题实词考查时选取的“是
故无贵无贱”“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拥众数万，马
畜弥山”四句也均源于教材。由此可
见，各区试题中的很多重点词都与教
材中所学知识直接挂钩。

2. 落实教材任务要求：除了古诗
文背诵与理解之外，必修教材的单元
导语、学习提示以及单元任务都有对
考生学习的明确要求。高考试题会
涉及对《论语》《红楼梦》两部著作整
本书的阅读考查，考生应回归教材，
完成相应单元学习任务，比如必修下
册第七单元对于考生阅读《红楼梦》
提到了六个学习任务：（1）把握书中
的人物关系；（2）体会人物性格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3）品味日常生活描

写所表现的丰富内涵；（4）欣赏小说
人物创作的诗词；（5）设想主要人物
的命运和结局；（6）体会《红楼梦》的
主题。学习任务的难度随着顺序逐
步增加，许多考生因此对这部分内容
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也有一部分考
生喜欢找一些难题、偏题来做挑战，
但整本书阅读高考的考查还是以基
础任务为主，各区期末试题也是如
此。如各区期末试题对《红楼梦》相
关知识点的考查，主要聚焦于人物形
象的考查，比如石景山区试题考查妙
玉性格的复杂性和宝玉的形象特点，
顺义区则考查黛玉天真的性格特点，
东 城 区 考 查 的 是 宝 钗 的 热 情 与 冷
漠。可见这些问题基本聚焦于教材
中的任务2体会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

与此同时，丰台、西城、海淀等区
对《论语》的考查也以基础为主，如海
淀区考查考生对“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中“要”的内涵理解，以及子路身上所
体现的“成人”品质。这些都说明：高
考与区级考试对于经典作品的考查依
旧涵盖“字词句”的基础层面与核心人
物特征，考生应回到原文精读，进一步
夯实对作品核心内容的理解。

由此可见，二轮复习时，考生需
要利用好课余时间，用好教材，聚焦
教材中的基础任务，避免去刷偏题难
题，切实提升学习成效。

编者按：随着新学期的开启，高三生进入各科的二轮复习阶段。二轮复习

中，各科目有哪些问题需要考生给予关注，复习过程中可采取哪些策略？本期

起，本报邀请多位身处一线的教学名师，为考生的二轮备考出谋划策。

立足期末 稳步提升
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 闫淑娟

纵观近几年高考语文考题能力层
级分值的变化，大家不难发现，对“理
解能力”的考查占比逐年提升。考试
题目不仅要求考生从材料中筛选信
息，更要求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能够
进行整合、分析乃至应用。2025 年 1 月
本市各区语文期末试题均突出了这一
特点：如朝阳、海淀、西城、石景山等
区，在设置多文本阅读时，不再停留于
文本意义、创作原因等常见角度，而是
搭配表格等形式，让考生梳理材料、进
一步概括与分析，旨在考查学生对文
本的深度理解；顺义区考题的材料介
绍了我国登月服相关内容，要求考生
结合材料为登月服命名并阐述理由，
也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信息
的领悟与运用；朝阳区则进一步让考
生对同一主体不同信息发布者的立场
及目的进行辨析，凸显考查考生对实
用类文本功能的把握。可见，这些考
题已不再只是对信息筛选或梳理的考
查，而是聚焦文本“理解”的层面。

文言文和诗歌的考查同样如此。
诗歌的考查更强调考生对作品情感的
把握。各区期末试题中，诗歌大题的
表达方式多样，但核心依然聚焦对作
者或诗人情感的理解。以朝阳区考

“苦雪”组诗为例，其评论“失意中亦有

生气”的提问，虽可从“评论类”题型的
答题步骤入手，但如果考生尚未读懂
三首诗歌蕴含的复杂情感，写作时只
会流于空洞。题意中“失意”“生气”所
代表的消极与积极情绪，都需要考生
在反复品读诗歌中体会。以《苦雪·其
一》为例，“寥落一室中，怅然惭百龄”
可见作者的孤寂失落，“苦愁正如此，
门柳复青青”却写出了诗人因看到门
前柳树重现生机而生的喜悦与旷达。
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考生才能深入
体会“失意中亦有生气”的内核。

文言文方面，各区期末试题主要选
用论述类文本进行考查，同样将“理
解”作为重点。例如，东城区期末试题
提供了两个相关的文言选段：文段一
论述了“爱民”的治国之道，文段二则
介绍了唐太宗的部分为政事迹，最后
要求考生结合两则材料，说明文段一
的观点如何在唐太宗身上得到体现。
若考生无法准确理解两个文段的内容
与逻辑，便无法有机结合二者的观点
作答。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考生在二轮复
习阶段，把有限的时间聚焦在“深度阅
读”上，通过精读、整理、整合文本等方
法不断提高理解与分析能力，实现备
考效益最大化。

回归根本 深化文本理解

语语文文

备考阶段每一次考试既是对学习情况的诊断，又是对下一步复习方向的引领，随着二轮复习的展开，

合理梳理期末考试题目对于高三考生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帮助考生更加明确接下来的复习方向，还能

有效查缺补漏。结合各区高三语文期末试题，我为考生提出几点二轮复习时的备考建议。

语文试卷的文本形式多样，学生需
要树立文体意识，从宏观上把握文体特
点，同时对具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多文本阅读多为说明类文本，解读
时需明确说明对象及其核心内容。例
如，顺义区考题的两则材料均聚焦于登
月服，材料一介绍登月服的功能及优势，
并提到需赋予其一个“中国式浪漫”的名
称；材料二则探讨登月服的设计理念及
其文化背景。两则材料互为补充，考生
在命名时需综合考虑现代科技与传统文
化的结合。

文言文多为议论文或人物传记。若
是议论文，考生要先抓住中心观点，再分
清论据和论证思路；若是人物传记，则须
梳理人物事迹并总结人物的主要特征与
品格。如东城区文言文试题：文段一阐
述“爱民”是为君治国的关键；文段二记

载了唐太宗接受魏征建议，停止武事、提
倡文教，最终取得良好施政效果的事
例。考生若能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解
题便会更加顺畅。

散文部分亦如此。考生需先辨别文
章类型（如记叙性散文、写景散文），再明
确作者主要描写的对象及其所表达的思
想。以西城区考题《麦子喊了我一声》为
例，文中通过“我”与田埂边那颗麦子的故
事，最终表达了对“人生如麦，永不放弃目
标”这一主题的思考。考生在作答时弄清
作者“写麦子”与“写人”之间的内在关系
后，针对“如何围绕‘麦子喊了我一声’构
思”这一问题，答案便可呼之欲出。

因此，建议考生在二轮复习阶段，要
强化文体意识，明确不同文体有不同的
答题思路。复习时要有针对性地训练答
题思维。

关注文体 抓住答题关键

综上所述，考生在进行二轮复习
时既要立足教材基础，又要聚焦考试
命题趋势的发展变化。在这一阶段，
考生应透过日常练习与考试真题的复
盘，不断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与文本分
析水平；回归教材，把握古诗文与整本

书阅读的重点与难点；结合热点，丰富
写作素材；制订科学的复习规划，将

“查缺补漏”落到实处。考生只有多管
齐下、循序渐进，才能为后续的模拟考
与高考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成绩稳
步提升。

多管齐下 奠定坚实基础

在夯实基础、强化理解的同时，考
生也应多关注社会热点，并形成自己
的思考与观点，积极积累相关素材。
优秀的材料与鲜活的案例往往能为写

作和表达增色。更为重要的是，考生
需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
的二轮复习计划，在薄弱环节上精准
发力，避免盲目练题、浪费时间。

关注热点 高效完成备考

聚焦教材 落实学习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