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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同题作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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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评析高考试卷

学大1对1提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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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教育祝全市学子中考成功！

!语文"

扩大阅读 答卷更有底气
冯萍!南洋模范中学语文教师"：上海语

文秋季高考命题基本呈现出沉稳中求渐变、
平实中存灵活的规律和走向，能把握时代
脉搏，契合高中生思维特点，体现了语文二
期课改的精神。第一，试卷选文贴近社会现
实，思维层次稍高于一般高中生水准，有效
检测了学生快速阅读的质量。第二，重视考
查在整体阅读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语境答
题，纯粹名词术语考查占的比例日趋减少。
第三，仍然重视文本信息的准确落实，但更
加重了考查作品的语言品味和意蕴挖掘的
比例。第四，作文命题注重思辨，立意维度多
元开放。

要为语文高考做好充分准备，仍应重视
课本资源，以及它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写作
手法，并将这一切融会贯通，了然于心。在每
学期精读二十多篇课文的基础上，应当多作
拓展，把课外阅读的范围尽可能地扩大延伸，
在书海中快乐徜徉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
提升了语言鉴赏的能力和品位。

陈文婷!格致中学学生"#今年没有偏题
怪题，总体感觉很平稳。第一篇阅读是说明性
的文章，把一段话打乱重新排列，这个题型以
前没有碰到过。古文考到不少课外内容，但除
了个别实词有些困难，其他都不算特别难。

我觉得大量的阅读和积累有利于高考
语文考出好成绩。我有订阅《南方周末》等
报纸杂志的习惯，平时看到一些社会热点
话题，也会主动写写随笔。看到今年的作文
考题时，我第一感觉就是有话可说，有些问
题是以前思考过的，甚至是写过的，遣词造
句也不会因为时间紧张而粗糙。此外，我觉
得记忆方法也很重要，我们语文老师在教
古文时，通常会创设一个语境，帮我们理解
一些词语的用法，这比单纯的死记硬背要有
效得多。

!数学#理科$"

难点前移 学会调整节奏
陈健!市二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总体感

觉今年的理科数学卷有点难，难怪有学生反
映，物理卷做下来似乎还比数学卷容易些。其
实，与往年学生们的反应不同的是，今年的所
谓“难点”倒不在最后两大题上，而是出现在
了前面的填空题、选择题里。难点的前移或许
会打乱了他们养成的先易后难的答卷节奏。

往年最后的大题目，对有些同学来说成

了“观赏题”，干脆放空。今年的最后大题目似
乎难度有所降低。但如果被前面的几个难题
卡住了，很可能会延缓做最后题目的时间，也
影响继续顺利答卷的情绪。这样的变化对今
后的考生来说要引以为戒。

从近年高考数学卷来看，要提醒高中生
的是，一是要在平时学习时坚持把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深刻理解清楚；二是要学会审题，要
看到题目内涵，而不是疯狂地去搞“题海”；三
是要善于利用已掌握的知识点去解决问题。

沈斯杰!市二中学学生"：感觉上比去年
难一些。主要是难在前面的几道基础题上，但

最后几大题的难度却有所下降。
我的体会是平时要听数学老师的话，但

不是盲目跟从，先要把概念弄熟弄透。学好数
学不能怕麻烦，也不要有畏难情绪。有些题目
可能计算量比较大，一定要鼓足干劲做下去。
如今教辅书的种类众多，没必要全买来做，因
为学校老师布置的练习已经较多了，关键是
要真正弄懂。每次做的卷子最好总结一下得
失在哪里，并做好记录，以便总复习时翻阅。

!英语"

多读多看 要求融会贯通
沈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英语教师"：

学生普遍反映今年的高考英语试题难度和往
年基本持平，难度较大的是两篇阅读题，一篇有
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类文章和一篇有关
哈佛大学某项科技成果的科普文章。这除了要
求学生增加词汇量，了解词汇的基本搭配、拓展
用法外，更要扩大阅读量，注重阅读的广度、深
度和速度。近年来，上海高考英语试卷中，单纯
的语法类题型比例在下降，更注重考查学生对
语段的理解和词语在上下文中的应用。在平时
的英语教学中，除了基本功的训练，我会要求学
生增加时事新闻阅读，多看一些原版的报纸和
新闻类网站，注重英语的实用性和时效性。

谢宇程阳!大同中学学生"：总体感觉考
下来比较顺，难度可以接受，没有很冷僻的生
词，侧重对学生语感的考察。比如有一题，考
的是三个形容词同时加在一个名词前，该如
何排列。我觉得这是初中英语就曾经涉及的
内容，但很可能不会引起重视。要答对这道
题，除了要知道形容词的排序和它与名词的
紧密程度有关，我觉得更多的还需要平时多
读、多看，增强语感。

高三这一年，我做了不少卷子和模拟题，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两年阅读中的长句增加
了。很少可以抄一句文章中的现成句子，作为
题目的答案，而是需要学生读懂上下文，融会
贯通，再自己总结归纳。在复习时，一定要耐
心、专注地分析每个长句的语法结构，不要求
多，要求懂，这样每做一题，才会有收获。

完成了高考“答卷”，考生和老师提醒在读的高中生———

重积累 理思路 勿盲目入“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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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笔完成最后一道高考题，即意味着高中毕业生已经完成了12年
的基础教育任务。再回首那一门门熟悉的学科，一张张融入爱与恨、笑与
泪试卷，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总结”、“反思”、“提高”等关键词，都留给了
高中的老师和学弟学妹们。

不妨，听一听高三教师、高考生的感受和希冀。无论是
成功与挫折、雀跃与遗憾，这“最后的答卷”

都颇具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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