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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学生
们即将迎来期末考试。对于初三
学生而言，期末考试是一学期学
习的总结，也是中考前一次重要
的适应性模拟测试。在期末考试
前的备考冲刺阶段，学生如何提
高语文学科的复习效率并取得好
成绩？近日，记者采访了昌乐北
大公学学校优秀语文教师倪金
美，听听她怎么说。

□文/图 本报记者 赵春晖

  明确课标要求，把握复习方向。《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规定命题原则
为：坚持素养立意。以核心素养为考查目标，通
过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
与探究等语文实践活动，全面考查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水平；坚持以标命题，严格依据学业质量
要求命题，保证命题框架、命题情境、任务难度
等符合学业质量要求；坚持科学规范，题目表述
简明、规范，材料选取具有典型性和多样性，评
分标准有效反映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确保测
试目的、测试内容、测试形式和评分标准的一
致性。
  命题要求科学设计试卷结构，明确规定主观
性试题与客观性试题的比例，倡导设计基于情境
的探究性、开放性、综合性题目。从以上课标要
求来看，重在考查语文核心素养，考查学生对语
言文字的积累、分析和表达能力。
  学生只有明确了考试命题方向，才能有效增
强复习的针对性，提高复习效率，取得更好的复
习效果。

明确命题方向

增强复习的针对性

  读写结合，夯实基础知识。基础知
识是形成语文素养和能力的基础，包括
字音、字形、文学常识、诗文默写等。
如果把语文素养能力比作大厦的话，基
础知识就是大厦的基石，基石稳固，大
厦才不会倒。复习基础知识，首先要做
到读写结合，不要眼高手低；其次要分
清轻重主次，如一个单元有很多字词，
复习时针对自己不会的、没有掌握的字
词重点复习，字音不会写注音，字形不
会写生字，不要从头到尾挨个写；最后
是理解记忆诗文，即先弄懂诗文的意思
就不容易写错，如“在河之洲”“芳草
萋萋鹦鹉洲”的“洲”字是指水中陆
地，而青州、苏州、杭州、广州的
“州”是行政区域划分，不可混淆。

  分类梳理，构建知识体系。新课学
习时，获得的知识是零碎分散的，可通
过画思维导图、知识树、概念地图等方
式，连点成线，构线成面，集面成体，
把课本“由厚变薄”。例如对大多数学
生来说，文言文阅读理解是难点，其实
这类题型是用课外材料考查教材所学知
识以及文言文知识的积累、运用。复习
时，可以运用思维导图，按照实词、虚词、
一词多义、常用句式等进行分类梳理，构
建知识体系，这样在做阅读理解时，搭建
课内外联系的桥梁，实现知识的迁移运
用。而名著阅读试题是围绕文章要素考
查人物辨析、情节概括、背景分析、主
题理解等，这类题目可以通过绘制思维
导图来搞定，从而提高复习效率。

运用有效方法，提高复习效率

梳理试卷结构

进一步明确复习方向

  近几年，初三语文期末监测卷结构基本稳
定，答题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试卷有三大
传统题型：一是积累与运用，分值30分左
右，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理解和运
用，考查点包含重点字词与成语的音形
义、古诗文理解性默写、语文综合性学习
三方面；二是阅读理解，分值60分左右，
占据试卷的“半壁江山”，所选语
段均来自课外，内容包含一首
古诗鉴赏、一篇文言文
阅读、两篇现代文
阅读（叙事类文学
作品+议论文）、
一段至两段名著节
选阅读；三是写作
表达60分，包含一
篇大作文、一篇小
作文，其中小作文
为围绕某一考查点
进行微写作，大作
文为材料作文。
  试题落实课标
要求，阅读量较
大，整份试卷文字
在7500字以上，重
点考查考生的知识
迁移能力、概括提
炼能力、深入理解
能力、阅读理解、
写作表达能力等核
心素养。

  专题复习，总结答题方法、规律。
复习是一个查漏补缺、突破难点的过
程，对于必考点，又是难点，可以通过
专题训练进行突破。“练”的目的既在
于熟练，更在于揭示解题规律，总结方
法，形成稳定的解题经验与技巧。例如
九年级重点学习了议论文，议论文考查
结合三要素命题，其中论证方法的作用
及论证思路的梳理是常考的考点，也是
难点。学生可以精选5篇典型议论文，
就两个考点进行专项训练：总结题目答
案的一般表述、顺序、层次等；梳理议
论文阅读理解应把握的关键语段。再比
如九年级诗歌鉴赏主要考查语言赏析、
分析写作手法，学生可以根据考点进行
专题训练，不仅提升阅读理解能力，还
能总结答题规律和方法。
  错题重做，温故知新。同学们要建
立错题本，日常注意整理练习、监测中
的错题，复习阶段更要注意积累。错题
积累可分三步：对做错的原题进行复
盘，通过还原完整的答题过程熟悉相关
知识点，规范答题步骤，进而总结方法
规律，力求实现举一反三；复习、重做
积累的错题，一方面是对易错点、易混
点的稳固知新，尤其是字词、文学常
识、古诗文默写三类题型，尽量能够得
满分；另一方面要暗示自己：吸取教

训，同一题目不能错两次，这不仅是一
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是对良好的学习
品质、应考能力的培养。
  针对复习，提高写作能力。作文是
语文的“半壁江山”，考查的是语文综
合素养，虽说复习见效慢，但是应试依
然有技巧可循。日常复习应把握两个
点：一是针对审题立意进行专项训练，
培养快速从材料中提炼关键信息的能
力；二是积累写作素材，利用早读、自
习课等时间，背诵日常积累的名言名
句、优美语段，形成写作素材库。考场
作文做到“六个一”：一个令人耳目一
新的题目，一段言简意赅、直接点题的
开头，一个调理清晰、层次分明的篇章
结构，一个富含哲理、首尾呼应的结
尾，一段特色鲜明的深化主题文字，一
个干净、整洁、规范的卷面。

总结答题规律，提升写作能力

  同学们，言以润心，文以润魂，语文学习不仅是
知识的汲取，更是心灵的历练、文化的传承。在这博
大精深的语文世界里，我们一同感悟、成长，以语言
为桥梁连接古今，以文化为灯塔照亮前行的路。祝愿
每一位同学认真学习、扎实复习，在期末考试中取得
优异成绩，2025年一路繁花，中考金榜题名！

  倪金美 中学高级教师，昌乐北大公学学校副校
长，从事初中语文教学28年，多年任教初三语文，是
学校课程与教学优化改进项目组核心成员，2018年12
月，在山东省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研讨会上作专题报
告，被潍坊市教科院聘为“初中语文学科领军人物工
作室主持人”。先后荣获潍坊市初中语文学科育人能
手、潍坊市初中语文学科领军人才、昌乐县立德树人
标兵、第二届“鸢都·昌乐英才计划—教学名师”、
昌乐县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多次在市、县级优质课中
获奖。

老师有话说

名师档案

语文

倪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