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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中考没多长时间了，不少学
生还是会出现粗心、计算错误、题做
不完、害怕“压轴题”等情况，怎么办
呢？周恩军老师将在本周末开讲“中
考数学名师指路集训”。

名师指路 考前送分

勤学苦练，不如名师指点！
中考数学难度年年提高，命题形

式也越来越灵活，数学往往成为
丢分科目。学生最怕的函数题有
哪些命题趋势？分段函数在中考
中出现怎么办？周老师将结合全
国中考数学的命题规律为考生指
点迷津。

应试技巧 名师押题

不少考生在考试中不会制订

“战略战术”，导致会做的题分拿不
全，难题又不会用技巧破解，周老
师的集训课程会专门教学生应考
绝招。

新高一衔接课程 让你领先一步

周老师的新高一数学暑期衔接
课程班，邀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者
将获赠郑州一中内部教辅。

咨询电话：0379-64390053
18638882602

报名地址：洛阳市牡丹广场金源
国际商务楼C座5楼思达国际教育

“中考数学名师指路集训”紧急召集令

出题导向很明确，这点主要体现在
命题的细微变化所体现出的对新课标
教学导向性和新高三备考的指导性。
今年新课标卷的细微变化，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第17题，在此前连续6年不变
的情况下，今年出现了新变化。由6年
的仿写变为图文转换，虽说图文转换不
是新题型，但也应引起新高三老师和学
生的重视。

二是作文，虽说仍然采取了材料
作文，延续了材料作文这一命题形式，
但是材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故事
性材料”变为“现象表述性材料”。这
种材料实质的变化，体现了高考命题
改革的思路，完成了与新课程改革相
配套的命题内涵和形式的改革，对教
学有很强的引导性和指向性，是一次
亮点突出的命题。

这种命题形式有三大特点：一、可写
性、选择性、导向性、探究性、防套作性
好，可更好地满足高考语文对学生的检
测；二、今年的作文具有积极的思想导向
性，能反映时代主旋律，贴近考生，有利
于素质教育，有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
三、能体现高考作文命题关注热点但不
直击热点的一贯策略。

材料中那“晶莹剔透，大如蛋黄的钻
石”不正如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我们的
国家发展渐入佳境的现状吗？但我们又
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期，要实现“中国
梦”不仅需要“经验”“技术”，更需要“勇
气”。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
年，可以说我们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技
术，这需要我们不瞻前顾后，不裹足不
前，下定决心，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改革
开放。

因此，作文的立意在结合材料的基
础上，应联系社会实际，切不可对主流审
美情趣进行颠覆或扭曲式解读。

（本文作者系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市
首届名师、市优秀教师、洛一高高级语文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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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语文试卷难易适中、导向明确，考生一接触就有熟悉之感——

□杜保中

今年的试卷结构和试题设置
完全按照近年来全国普通高等院
校招生考试新课标卷的体式命制，
试卷分为第Ⅰ卷阅读题和第Ⅱ卷
表达题。

阅读题由必考题和选考题
两部分构成：阅读题包括四大

题，其中第三大题和第四大题为
选做题；表达题是第五大题和第
六大题。全卷共六个大题，18个
小题，共计150分，考试时间150
分钟。

整个试题体现了新课标精神，
尤其是第17小题，6年来，新课标

卷一直以仿写的形式对考生进行
考查，今年则以图文转换的形式命
题，体现了新课标命题的细微变
化，对高三备考的教学导向有利，
也体现了新课标命题的语言表达
板块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对教学的
指导意义不容忽视。

稳定仍是最大的特点

2013年语文卷
对新高三的意义

名句默写，考查了白居易的
《观刈麦》（初中）苏轼的《赤壁赋》
（高中必修篇目）和杜牧的《阿房宫
赋》（高中自读篇目）。这些篇目均
在考纲所给定的参考篇目范围内，
也符合“诗歌”“散文”，“初中少量
考，高中侧重考”“自修与必修兼
顾”的要求及数量原则。

试题覆盖面广，关注人生、关
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发展
依然是试题命制的出发点和导
向。第16题仍延续2012年的命
题类型和考查形式，考查“补
写”。古代诗歌题终于让叫嚷了

两年的“陆游热”有了实质性的依
托，考查了陆游的词《鹊桥仙》。
这些方面的考查具有一贯性，今
年与去年试卷考查的侧重点都是
一致的。

第17题则体现了命题思路的
渐变性，由以前的仿写，变成了今
年的图文转换形式。

就文本阅读板块而言，无论文
学作品阅读板块巴尔莱塔的《喂自
己吃饭的人》（去年是老舍先生的
《马裤先生》，这个板块似乎有中外
小说交替考查的命制特性），还是
实用类文本阅读板块的《“飞虎将

军”陈纳德》，都对考生的人生观、
价值观具有启迪性与引导性，体现
的是新课标的人文关怀。

总之，整张试卷基本上属于
小坡度慢滚动，微有变化，较为
平稳地完成了与新课程新课改
教学的接轨，能激发教师教学革
新的积极性；整个试卷无论是结
构、板块、难度，还是知识、技能
的考查与 2012年新课标卷相比
都没有太大的起伏和变化，对能
力的要求体现了渐变性，让考生
一接触就有熟悉之感，有利于树
立信心。

个别试题形式有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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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 仁伟

语文：稳中微变，试题相当有“亲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