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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兵

高考就要来了！复习无头绪？临
阵很紧张？填志愿遇阻？从今日起，
本报联合市教育局、市招办，邀请我市
教育界具有丰富教学、高招经验的资
深人士，组成晚报“高招帮帮团”，为遇
到这些问题的您支着儿解惑。

不论您是考生、家长、教师，还是

其他关注高考之人，想问事，想说事，
想办事，想吐槽，都可拨打本报热线
66778866，关注本报新浪、腾讯官方
微博，或加入专用 QQ 群与我们联
系。我们也欢迎高考“过来人”讲述
高考经历，分享高考的酸甜苦辣。

讲考前准备，说应考策略，谈高
招政策，论志愿填报……晚报“高招
帮帮团”已经准备好，欢迎打扰。

高考就要来了！想问事？想说事？想办事？想吐槽？

热线：66778866 新浪、腾讯微博：@洛阳晚报
QQ群：洛阳晚报高招帮帮团（249824845）

根据题型巧复习
最后阶段不放弃语文：

□记者 陈兵

对高三学子来说，目前已到备考的“收网”阶
段。如何在短时间内巩固知识点，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如何在考试中避免不必要的失分？洛
阳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教师宋红艳建议，考生可
根据高考题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

团长：介建中，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团长：秦军民，市招办主任
成员：
高冰南：市招办普通高招科

科长，熟悉普通高校招生政策，
2008 年以来连续参与省招办高
招录取工作，在高招政策解读、
考生志愿填报方面有着极为丰
富的经验。

张欣：洛一高校长，北京师范
大学教师培训中心特聘专家，洛
阳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具有新颖
的管理理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先后荣获洛阳市优秀拔尖人才，
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家庭
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杨康义：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校长，河南省特级教师，洛阳巿
首届名师、特级名师，中学数学
高级教师，坚持奋战在教学一线
27 年，从事髙中数学教学，经常
指导学生高考工作，如考前准
备、考场发挥、考后填报志愿等，
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付耙牯：市八中校长，1992
年走上讲台，教学经验丰富，在
学生考前心理调适和考生高考
志愿填报方面经验丰富。

姬安乐：偃师高中校长，全
国模范教师，洛阳市学术与技术
带头人，洛阳市名师，中学高级
教师，兼任河南大学硕士生导
师，教学管理经验丰富，教学理
念先进，具有丰富的高考备考、
指导填报志愿经验。

郭伟忠：市三中校长，河南省
名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洛阳市优
秀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6年，
在高中教学及高考研究方面有着
丰富的经验，在高考录取政策信
息把握及考生志愿填报指导方面
有着较强的能力。

裴素青：洛阳外国语学校校长
兼党支部书记，中学高级教师，在
教学一线奋战近30年，曾先后荣获
国家级骨干教师，河南省特级教
师，河南省首批教育专家，洛阳市
优秀专家、优秀教师、教改能手等
荣誉称号，获全国高中生物优质课
大赛一等奖、河南省首届高中生物
优质课大赛一等奖，编著出版专业
论著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
篇，擅长高招政策解读、考前辅导。

胡玉敏：市二中校长，中国
西部教育顾问，河南省家庭教育
讲师团高级讲师，1976 年任教，
曾执教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发
表专业论文百余篇，应邀到全省
各地作家庭教育报告200余场，
先后获省、市家庭教育先进工作
者，洛阳市首批名师等荣誉称
号，擅长高考前考生心理辅导。

张巍然：东方高中副校长，
中学高级教师，28年来一直从事
高中教学及管理工作，现负责

2013年高三毕业班工
作，擅长考前学生复
习指导、心理调适及
考后志愿填报指导。

看准联系方式，呼叫晚报“高招帮帮团”

【晚报“高招帮帮团”成员】

现代文阅读

简答题分点叙述
探究题审清题意

宋红艳说，结合以往情况，考生在
现代文阅读分析上经常得分不高，复
习时要高度重视。

其中，论述类选文范围较广，文学
类文本小说近年来受宠，实用类文本
传记是主角。考生要想不失分，平时
加强训练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如加
强限时训练、在文中画符号训练、答题
规范训练等。

在现代文阅读分析环节，考生要
认真看选项和选文是否一致，有没有
前后矛盾、张冠李戴、以偏概全、因果
倒置、判断绝对等现象。

在主观性阅读题环节，考生要特
别要注意文学类文本的训练：在回答
简答题时，一般采用分点叙述法，尽量
引述原文；在答题时，要看清题目所涉
及的段落或区域，确定对应语句。

探究题虽主要考查发散思维，但
近年来也开始给考生规定范围，使考
生不能信马由缰。所以考生在做题时
要审清题意，全盘考虑，有针对性地概
括总结。

古诗文阅读

名言名篇勤温故
诗词鉴赏多练习

古诗文阅读一般分名言名篇默写、
文言文阅读和诗词鉴赏几个方面。

在名言名篇默写方面，考生要勤
温习大纲所要求的64篇初高中古诗
文，留意语言环境，注意同音同义词或
同义异性词，力避错、漏、添字等现象。

在文言文阅读方面，读懂选文意
思是关键。在最后阶段，考生须充分
关注18个虚词和120个实词，掌握翻
译技巧，弄清通假字、文言句式、古今
异义、词类活用等文言知识。

另外，在考试时，考生对不同题型
采用不同的考试技巧，可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如在提炼信息和文意理解选
择题的选项中，一般有两项是迅速排除
项，有一项是干扰项，因此可采用排除
法；文言翻译要直译不要意译，做到字
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注意译出

关键词，并结合语境和语法。
在诗词鉴赏方面，考生要扎扎实

实做不同类型的练习，答题的关键是
弄清主旨。诗词的主旨常常在其中有
所暗示，学生可从题目、注解、意象、诗
眼、典故等方面去揣摩。要特别注意
注解，那常常是命题者对诗歌相关内
容的暗示。

语言应用

三个重点是首选
实际生活要联系

今年的语文命题，在语言运用题考
查方面，成语、病句和仿句仍是首选。

成语方面，要避免望文生义、褒贬
误用、对象易误等；病句方面，要重点
辨析搭配不当、语序不当、句式杂糅和
成分残缺几种类型；仿句方面，要注意
语境、感情、内容和上下文保持一致，
同时还要注意句式、修辞和衔接。

由于新课标注重对考生语言表达
及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查，所以“语言表
达要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
动”这一考点是高考命题的热点，并呈
现出综合考查、贴近生活的趋势。所
以，考生在复习时要注重收集身边和新
闻中的热点素材，在考试时灵活应用。

冲刺阶段

坚持复习不放弃
成绩还能再提高

宋红艳说，两类考生在冲刺阶段容
易陷入语文复习的误区：一类是长期以
来语文成绩不好，对语文失去信心，在
最后阶段放弃复习语文的考生；另一类
是高考前每次语文考试成绩都不错，沾
沾自喜，进而忽视语文复习，将时间花
在其他学科上的考生。

“语文虽是一门长期积累的学科，
但也不乏因选对备考策略进而在短期
内大幅提高分数的事例。”宋红艳说，在
最后阶段，考生不能松懈，要扎实复习
迎考。要知道，三天不练手生，每年都
有考生因忽视最后复习而考砸。

欢迎考生、家长和教师参与本栏
目互动，把您的建议、方法或困惑告诉
我们。请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热线
电话66778866和登录新浪、腾讯微
博@洛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