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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指导

! ! ! !虽说还在暑假里，近日，一场 !"#$年上
海名校自主招生咨询会，吸引了上千名新高
三学生和家长。在由昂立新课程主办的活动
中，沪上一些高校招生专家及名牌高中的资
深教师，就近年来的名校自主招生考点做了
分析与提示。

语文
█ 复旦千分考

#。注重文字、语音等基础知识。相对于高
中课本，更关注考察语文的基础性（如字、词
的构成，拼音及标点符号的使用、病句的辨析
等）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如文字学、
音韵学知识等）。

!。对哲学、美学等学科的考察，知识点大
部分是大学内容，超出高中课本知识范围。

█ 华约联盟 除基础知识考察外，在作
文中更加关注“联系现实”。如 !%&&年考“忧
患意识”，导语第一段明确要求结合中国现阶
段发展状况；!%&%年考“电击网瘾”，!%&&年
自主招生夏令营时考“傍老族”，均是时评色
彩非常鲜明。!%&!年考富兰克林关于理解与
尊重的材料，也是要求“结合现实”。

█ 北约联盟 总体来讲，“北约”的题目
除了关注学生基础知识外，更多地关注学生
思维理解的深度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试卷中
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年的现代文阅读
为哲学散文《生命的滋味》，属于人生感悟性
质。文言文阅读原文出自清代文学家赵翼的
《闲居读书》，要求概括文章反映的社会现象，
并结合自身体验谈对该文的赏析，考察学生
归纳概括以及理解表达的能力。

█ 卓越联盟 语文卷包括阅读与写作，题
量较大。除基础知识的考察外，卓越联盟还关
注学生的抽象思维和联想能力。如 !%&&年洛
夫的《与李贺共饮》，!%&!年的语文阅读题是
《一棵树能站立多久》，其象征意义十分抽象。

备考建议!!!

&'提高古诗文阅读水平。古诗文阅读在能
力准备上与普通高考有许多是相通的。知识
点梳理也同样需要需平时的积累。需要提醒

的是，古诗文的阅读鉴赏要打破简单的意义
和形式两分的模式，学会从意义层面、意蕴层
面来解说。

!'训练现代文阅读能力。自主招生的现代
文阅读更重视能力方面的考查。往往文章较
长，题型还包含开放式的论述题。在阅读时要
养成逐段归纳的良好习惯。

('关注社会热点和现实生活。近几年考察
社会现象尤其是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看法的
考察较多。同学们平时要多关注现实、关注社
会，积极体验人生，同时还要注重对创新思维
的培养，提高自己的思维品质。

数学
█ 复旦千分考 试题类型为选择题；试

题有 (!道，一般分布在 &&(至 &$$道位置；
试题难度确实要高于高考。

█ 华约联盟 题量大，题型活，十余道选
择题，五六道大题；一般情况下难度高于“北
约”，在难度和创新程度上比普通高考试题
高，部分试题有竞赛特征，整体偏难；内容上
主要涉及概率、函数、三角、数列、解析几何
等；突出对逻辑思维、运算变形、空间想象、综
合创新等四个方面能力的考察。

█ 北约联盟 试题类型为 ) 道解答题
（文科生做前 *题，理科生做后 *题），一般每
题只有一问；基本难度都可以达到普通高考
试题中的最后两道大题；难度低于“华约”，试
题更加关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内容上重
点一般放在方程不等式、数列、函数、平面几
何、解析几何等。

█ 卓越联盟 试题类型类似“华约”，选
择题 #%道、解答题 *道；难度比普通高考高
出一截；内容上以教学大纲为主，不超出中学
学习内容，重点涉及到概率、解析几何、三角、
函数、数列及平面几何等方面。

备考建议!!!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仍是考查的重点。
!' 知识点覆盖面广，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命题者大多为大学老师，会更多地考虑到高
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衔接，所以要注意函数

和方程问题、排列组合和概率统计、复数的三
角形式、矩阵和行列式的运算等。

('突出对思维能力和解题技巧的考查。近
几年的试题对数学思想方法和思维策略的考
查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有时甚至相当于数
学竞赛的难度，尤其是“华约”、“北约”的试
题，内容上包括平面几何、函数与方程、多项
式、组合数学、数论、博弈论等。

英语
█ 复旦千分考

#'试题类型：+,-./01.23、41,56、76.89:;
!'考试难度：高于高考，介于大学四级至

六级之间
('考试范围：词汇量超出考纲，阅读篇幅

长、长句多、生词多、内容广
█ 华约联盟

#' 试题类型：41,56、<6:=6:-6 >9119:;、
<0??.23、@2.:A1.=9,:BC29=9:;

!'考试难度：高于高考，介于大学四级至
六级之间

('考试范围：词汇量超出考纲，阅读篇幅
长、长句多、生词多、内容广。需要格外注意写
作与翻译

█ 北约联盟

#' 试题类型：+,-./01.23、76.89:;、D1.:E
F9119:;B4,226-=9,:

!'考试难度：高于高考，介于大学四级至
六级之间

('考试范围：词汇量超出考纲，阅读篇幅
长、长句多、生词多、内容广

█ 卓越联盟

&' 试题类型：41,56、76.8!
9:;、<6:=6:-6 >9119:;、<0??.23、
@2.:A1.=9,:BC29=9:;

!'考试难度：高于高考，介
于大学四级至六级之间

('考试范围：词汇量超出考
纲，阅读篇幅长、长句多、生词
多、内容广。需要格外注意写作
与翻译

备考建议!!!

&'词汇语法部分 学生在掌握高考词汇的
基础上，要关注英语自招最常见的考试词汇，
也就是所谓的“高频词”，集中记忆这些超纲
词汇，从而以最短的时间扩大词汇量。自招不
会像高考一样专门有语法选择题来测试学生
的语法知识，而是深藏在各个题型中。

!'完形填空部分 篇章较多，涉及一些与
学生生活不太相关的内容，这就要求学生增
大阅读量，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

('阅读理解部分 有些题型与高考相差较
大，对于这些高考不考的题型，学生要进行针
对性的训练。同时，学生还应不断加大阅读
量，掌握一些通识，学会分析文章的结构，在
掌握文章结构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思考。

$'翻译部分 一般采取段落翻译，对学生
整体把握翻译对象要求较高，且句子难度较
高，要求学生具有优秀的双语转换能力。学生
可尝试看一些中国名著和散文的英语版，尝
试自己翻译。

*'写作部分 学生应对各种文体都要进行
训练，尝试写一些夹叙夹议的文章。只有平时
养成多动笔的习惯，考试时才不会无话可说。

本报记者 王蔚

重基础 重能力 考思维 考储备
———近年高校自主招生试题分析

我的备考经文言文怎么学才到位
! ! ! !文言文到底该学什么？到底是该学
“言”还是学“文”？有的说学“言”，因为
文言毕竟还是与我们现在的语言有很
大区别，学生要掌握文言的规律；有的
认为文言文应学“文”，即文学、文化，传
承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
文言文到底该学什么？我们首先要

搞清楚我们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什么？
是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古老的
智慧和思想在今天仍能绽放鲜活的魅
力。文言文的学习，“言”与“文”均不可
偏颇一方。习“言”是手段，传“文”是目
的。而“文”又是通过“言”来实现的。

“言”的预习和朗读
"#以预习为抓手

学习文言文，预习非常关键。文言
文是最便于自学的一种文本形式，因为
后面有比较详尽的注释，学生依据注
释，借助《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工具
书，就基本可以疏通课文。

$#通过朗读来体会

文言文首先是通过语言来呈现的。
文言文的语言，除了精炼之外，还有它
的气脉贯通之美。曹丕在《典论G论文》中
说：“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是什么？
就是流动在文章中的气脉，而这种气
脉，只有通过绘声绘色的朗读，才能体
会其妙处。如《项羽本纪》中的名篇“鸿
门宴”开头一段范增劝说项羽，我们要
通过绘声绘色的朗读把范增这位谋臣
老谋深算和对项家忠心耿耿的性格特

点充分表现出来。此外，文言文中那些骈
散结合的经典篇章，我们吟之诵之，无论
何时何地，获得的都是一种如诗如歌如
痴如醉的美的享受。

“文”的补白和探究
"#创设活动!感受"节制#的魅力$

我们学习文言文，就是由“言”及
“文”，感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
《史记》作为史传文学作品，其最大特点
是构思精妙，对于人物的思想性格，内
心活动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该收则
收，对一些人物的思想活动又表现得相
当节制。为此我们可以创设为人物补写
内心独白的活动，感受作者行文节制的
魅力。
比如鸿门之宴，看似项羽为主角，但

在司马迁笔下，他的话相当节制。鸿门宴
上项庄舞剑之时，项羽心想：“项庄想的
真是周到啊，用舞剑来带动气氛，不对
啊！他这剑好似想刺刘邦。算了，这样将
他刺死也不错，既能除去一大心患，又
能保全我的颜面，我且由他去吧。叔父
这般保护刘邦又是为何呢？哦，应该是
为了报之前的救命之恩，不愧是我的叔
父，如此重情重义，现在这个局势就姑
且让他持续下去，我也不方便出言阻
止，还是先观察一下情势再说吧。毕竟
叔父之前已答应过他了，现在杀了他，
还是会被人议论啊。”如此一番补白可
谓入情入理。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
“太史公曰”中讲得很清楚，“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
力征经营天下”，这就是项羽的性格悲
剧，其最后的命运是这种性格决定的，
绝非妇人之仁。这样补白，恰恰印证了
太史公的构思之美，春秋笔法，给我们
读者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存疑善问!培养探究精神$

文言文是经过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
文化经典，但也不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
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文化经典进
行大胆质疑，这样经典就是活的经典，而
不是死的僵尸，通过经典的学习培养我
们的探究精神和创造能力。叶圣陶说：
“课本无非就是个例子。”例子不是仅仅
作为阅读与写作的典范，而也可以是供
批判的例子。《鸿门宴》中有几个不大合
情理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存疑的：一是樊
哙能否说出那番话。我们在评价樊哙这
个人物的时候往往说他有勇有谋，但樊
哙本身是一介武夫，当年丰沛著名的卖
狗肉的，现在做刘邦的参乘，也就是警
卫，凭这样一个身份，是不可能说出课文
中的那番话的，甚至樊哙的“大行不顾细
谨，大礼不辞小让”“人为刀俎，我为鱼
肉”竟成为千古名言，而他的一番义正词
严，竟然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无
言以对，这显然是不可信的，有失历史真
实。质疑了就去探讨。探讨了就会得出不
同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
为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那才是我们思维
绽放的美丽花朵。

光明中学 李新

! ! ! !历史复习重在记忆与理解运用，因此高考历史
备考重在依据考纲落实考点，特别是对于基础主干
考点，应当从通史和专题史两个角度梳理线索，在
心中建立一个自己的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

"#注重历史知识的横向与纵向联系

首先要利用课本标题，形成对课本的整体把
握，以时间为线索建立历史知识的通史形式。再从
专题史出发，打破章节、目录等原有的知识结构，对
知识进行重组与梳理，把同类知识、相关知识，甚至
是中外历史知识进行重组。
课本是高考最重要的依据，课本内容和体系结

构一定要烂熟于心。看课本要注意三个关键点：第
一：看书要认真仔细，包括小字批注插图都要留意。
第二，复习要及时。上完课当天复习，效果最好。第
三，不能机械地背书，要思考课本文字中隐含的意
思和结论性语言是如何得出的。

$#利用考试增强解题能力

高考前的每一次考试都可以是演练，要掌握考
试技能。根据不同的题型认真审读材料及题目设问
要求。例如，选择题要审清题干时间范围、看清关键
词、仔细推敲各个选项、确定符合题干的最佳选项。
非选择题一是要从材料中归纳提炼答案，二是结合
所学的知识整理答案。当材料观点与所学的知识不一致时，要
以材料为准，应注意尽量从材料中找出答案。

%#要关注热点的历史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备考中应关注国家社会的长效
热点，如专制与民主制度的发展变化、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
与民族独立等问题，这些热点与历史学科主干知识联系紧密。
在历史学习中，最关键是培养兴趣。“学生的最好的刺

激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美国教育学者布鲁纳如是说。历
史备考中应适当的翻看一些历史著作，开阔视野，也能够丰
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储备。最重要的是，在历史备考中，保持
一个好心情，张弛有度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华东政法大学 裴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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