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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 梅瑞叶

补全对话通过对话的形式展开试
题，是主观补全对话中较为常见的题
型，也是学生喜闻乐见的类型，在平时
的课堂上多次被提及。但是学生要写
对句子结构，话题合乎情理，无语法错
误，才能得分。

中考应该如何应对书面表达？

第一要审清题，确定要用的人称、
时态、要求和文体，分析题目与要
求，搞清题意，确定主题、写作思路
与框架。

第二要注重结构安排，不要想起
什么写什么，合理组织语言，尽量使用
最熟悉也最有把握的句型和结构，句

与句之间过渡要自然，多使用连词，如
as well as、 however、 instead、
not…but、 for example、generally
speaking、 although、 first、 next、
then、in a word等。第三要注意全
面掌握“考纲”词汇，熟练运用基本句
型，连句成段要衔接恰当。

河南省近几年的英语
中考试卷结构和知识点都
比较稳定，试题注重考查
学生在一定语境下，对语
言基础知识的把握情况和
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

试卷分为七大题型：
听力理解（20 分）、单项
选择（15 分）、完形填空
（10 分）、阅读理解（40
分）、词 语 运 用（12 选
10，10 分）、补 全 对 话
（10 分）、书面表达（15
分）。其中客观题共 85
分，主观题共35分。

听力部分最重要的是审
题。拿到试卷后要浏览一遍选
项，听力通常设置的题目是有关
what、 when、 why、 how、
where等细节的内容，要在录音
播放之前把所有题目看一遍，这
样才能在听力播放时，带着问题
和线索快速准确地找到答案。

中考听力听两遍，假如第
一遍没听清楚，千万别慌张，无
须强迫自己听清每个单词，应
把重点放在关键词或与问题有
关的词句上，可以带着第一次
的记忆去听第二遍，然后寻找
答案。

2014年河南省中招说明与检测单
项选择的题型分析中明确指出，“试题
方面按照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语法考查
项目进行设计”，“注重知识考查的覆盖
性、全面性，涉及冠词、代词、名词、动词
（时态、语态，情态动词、短语动词，动词
辨析）、形容词及其比较等级、连词、介

词、复合句（状语从句、宾语从句、定语
从句）等知识点”。

考生在备考中应明确：
1.注重进行全面的语言知识复习，

凡是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大纲中要考的
知识都是必须掌握的内容，都是备考的
重点。

2.语法知识要系统练习，能够在具
体的语境中运用所学语法知识。

3.试题中注重语义考查的趋势也提
醒教师：基础阶段的知识教学不仅仅要
教会学生认识了解一些词汇和语法规
则，更要教会学生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这
些知识。

中考试卷中的完形填空和词语运
用都是一篇相对完整的故事，它是在
语意完整的短文中有目的地挖出一些
空白，造成信息链中断，让考生在重新
理解短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进行合理的分析判断。考生只要
理解故事的情节和脉络，就可以顺利
作答。

考点主要在惯用法及语法知识的
应用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上，试题的设

计遵循了“实词为主，虚词为辅，突出词
汇语境化”的原则。

实词中偏重于对动词和名词的
考查，同时兼顾对形容词、副词等的
考查。

做阅读理解题时，可先浏览问题，
带着问题通读全文，也可先通读全文再
看问题。文章至少读两遍，正确对待文
章中的生词和难句，不要慌，要学会根

据上下文判断其意。对于文章中一些
较复杂的长句，只要抓住句子的主干即
主语、谓语就可以了。

做完题后，要检查一遍，对文中关

键词及重要语句一定要细读。有时
题目难度大，仅从字面理解还不够，
要根据上下文和中心思想进行归纳
和推断。

听力理解

2014年思想品德中考复习——

见招拆招 七大题型逐个击破
单项选择

完形填空和词语运用

阅读理解

补全对话和书面表达

关注时政要点 完善知识结构

最后，要关注细节，养成科学规范
的答题习惯。

审题不细心是导致一些同学
失 分 的 重 要 原 因 。 因 此 在 审 题
时，我们应关注细节，认真细致地
读懂题意，并根据题意和要求，选
择适当的表述方式，避免照搬原
理，文不对题。

还有些同学答题比较随意，“口
语化”严重，书写混乱潦草，不分层
次。因此在答题时，要做到表述规
范，层次分明。

答题角度单一，答案重复也是
失分的常见原因。因此在答题时，
要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如心理、法
律、道德、国情等进行分析，根据不
同的题型进行思考，找准与之对应
的知识点，思维要有一定的跨度，避
免因答案重复而导致失分。

首先，要努力构建较为完整
的知识框架，增强综合运用知识
的能力。

开卷考试命题往往具有较
强的综合性，清晰、全面地掌握
知识脉络，有助于我们把握知
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在
复习《考试说明与检测》时，我
们可以从三大知识板块把握其
内在结构，即：成长中的我——
认识自我，自尊自强，心中有
法；我与他人和集体——交往
与沟通，在集体中成长，权利与
义务；我与国家和社会——积
极适应社会的发展，法律与秩
序，认识国情，爱我中华。这
样，我们才能够增强综合运用
知识的能力，多角度、多层次地
思考、解答问题。

其次，要关注时政热点，增强知识
复习和演练的针对性。

时政化、生活化是中考命题的重要
特点。在复习中，要结合当前的时政热
点，通过适当的知识整合和训练，增强
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应当特别关注如
下热点问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络安全，家风建设，改革开放，“单独”
家庭“二胎”放开，青春励志人物，反对
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中高考改革，
甲午战争12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和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发扬党
的优良作风，实践群众路线，弘扬焦裕
禄精神，打造“四个河南”等。

再次，要科学训练，善于总结，掌握
正确的答题方法。

科学高效的训练是增强能力的重
要途径，是集记忆与理解、技巧与能力、
查缺补漏为一体的复习方法。

一方面，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精选
习题，科学高效训练，通过训练来掌握
知识点的应用，了解开卷考试的特点，

熟悉知识的考查方向，强化自己的答题
能力。

另一方面，要重视专项训练，对于
复习和演练中所存在的问题，要善于查
找不足，总结经验，不断改善。学生可
以在老师的指导下，精选典型题进行专
项训练，增强辨析题的答题能力，做到
举一反三。

□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 刘军芳 市第二十六中学 张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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