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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中高级教师
兼任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相对2014年试题类型，今年语文试题
整体稳定，微有调整，有利于考生稳定心态
正常发挥。就命题方针而言，依然突出能力
立意，注重积累，关注生活，坚持大语文导
向。

变化之一：古文阅读选择题中用文化常
识题替换原有的词语考查题。这个变化虽
然稍有意外但并不突然。在2015年高考大
纲样题示例中，文化常识题已经替代断句题
出现，考前模拟也已多次考察，考生不会感
到陌生。就考题本身而言，考察了“进士”

“六部”“庙号”几个小知识，均是高中生常
见、应知、应会的，难度不大。

变化之二：诗词鉴赏第8题要求结合同
一作者教材中的名篇比较鉴赏。这是一个
很好的导向，对熟悉教材的考生来说只是知
识迁移，难度不大。语文教学突出取法课
内，得益课外，但是因为高考命题素材除名
篇默写外全部取自课外，使部分同学轻视甚
至忽视教材。此题的出现，希望能改变一些
同学的错误看法，配合老师学好教材、用好
教材。

变化之三：第 15题的六个句子排顺序
变换为单句填空。依然是语句衔接，依然是
选择题，难度有所下降，但更加注重语言环
境的限制性。

变化之四：作文由文体不限变为要求写
一封信。在高考大纲中，实用类文本的写作
本身就在要求之列，而且历年高考高分作文
中也不乏书信体，且命题方式仍是新材料类
型，不算为难考生。考生如果因为这个变化
出问题，恐怕只能出在审题不认真而不符合
文体要求，或是不熟悉书信格式而出错，对
内容表达不会造成影响。

同时，这个变化也算是对作文套板效应
的一次反正。5月7日的新闻出现在6月7
日高考试卷中，并且这则新闻也并非什么重
大事件，但它所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多方面
的，如亲情、规则、孝心等，体现了高考作文
关注生活、注重思辨的特点。

所有试题其实都是旧相识，这句话可以
用来概括今年高考语文给我们的印象。

启示：重视教材，适当拓展打基础；扎实
复习，熟悉考点无遗漏；用好考纲，研读样题
备变化；功在平时，注重积累不突击；关注生
活，两耳要闻窗外事。

“语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这句话绝非
虚言，爱语文，爱生活，不仅会赢在高考，更
会赢在人生。潜心用力，自会花开！

看看我市名师如何点评语文试卷吧

□本报记者 傅纪元 整理

石秀香：
市一高高级教师、
市级名师、省优秀教师

无偏题怪题
练好阅读分析基本功

今年高考语文试题河南考生仍采
用新课标全国卷Ⅰ卷，总体上坚持近几
年的基本命题思路，在卷面结构、选文
标准、测试方向等方面保持了自身的连
续性。卷面结构稳定，难度基本不变。

在难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今
年的试卷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题型变
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论述类文本阅读 第 1 题回归到
2013年的题型，改变了选项出自文本之
外的命题方式。

文言文阅读 以前一直考查的文言
实词解释题改成了文言断句题；同时加
入了对文化常识的考查，选的是所给文
本的词语，考查的是考生文化常识的积
累。虽然难度有所上升，但今年的《考试
说明》已给出“题型示例”，模拟试题也出
现过，学生并不陌生。结合文本语境，进
行对照比较，也可以得出正确答案。

古代诗歌阅读 本次选取的是唐代
岑参的《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第8题
考查的是描写塞外景物的角度，首次出
现了与初中所学的岑参的另一篇《白雪

歌送武判官归京》进行比较阅读的考查
方式。

实用类文本阅读 选的是一篇《朱东
润自传》，并考查了自传的文体特点，不
过“相关链接①”给了一些提示，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难度。

语言文字应用 第 15题排列语序，
稍有变动，但难度不大。第17题又回归
到2013年对图形构图要素及寓意的考
查方式。

综上所述，每年高考题型总会有所
调整和变化，但所考题型都应在考试大
纲规定范围之内，考查的都是考生基本
的阅读理解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没有偏题怪题。给将要上高三的学
生一个提醒，复习时不能盲目地跟着上
一年的考题走，应全面踏实地把每一个
知识点都融会贯通，不要遗漏内容。全
面打好基础，练好语文阅读分析的基本
功，才是决胜高考语文的关键。

作文形式新颖
利于考生多元化解读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形式新颖，贴近
生活，注重思辨，是一道好题。它要求
以书信的形式写作，使大家眼前一亮，
更能激发考生的写作兴趣，有利于引导
考生关注生活，有利于考查学生思维水
平，能有区分度。

与去年相比，有相通之处。虽然形

式上规定了书信体，但仍属于新材料作
文，仍涉及对于规则的态度这一社会热
点问题，蕴含了向善、无私、尊重规则等
主题，对考生具有明显的道德指向与情
感教育，适合考生发挥自己的思辨能力
和批评能力，有利于考生联系社会现实
与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探究性与个性
化的解读，对社会中与“父亲”类似的不
良行为进行批评性、思辨性的分析。

针对这则材料，考生见仁见智，既
可以肯定小陈的行为，也可以否定警方
发官方微博的做法；既可以语重心长
地劝说老陈，也可以大力点赞小陈的
聪慧和孝心。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
信写给谁，只要言之成理，论之有据，
做到情文并茂，事理交融，就不失为一
篇佳作。

最后要强调的是，读懂读透材料的
含意，明确考题有关的具体写作要求，
然后确定好自己的写作主旨，是完成好
这道作文题的前提与关键。三个写作
对象中，“父亲”与“女儿”的角度较容易
把握。给“父亲”写信，可从敬畏规则、
听从劝告、重视身教等角度立意；给“女
儿”写信，可从不徇私情、尊重规则、敢
于举报、同不良现象做斗争、另类的亲
情——貌似“残忍”其实很温暖等角度
立意。

当然，考生还须熟悉书信体格式，
题目、称呼、正文、祝颂语、署名、日期的
位置都要写对，否则会丢失一些分数。

□记者 赵志国 通讯员 董亚东

本报讯 一参加高考的女生在首
场考试开始前发现没带身份证，回家
拿时被堵在路上。情急之下她求助执
勤交警，交警骑摩托车带着她取回身
份证并送到考点。昨天中午，这名高
考考生在微信朋友圈发动态向交警和
出租车司机表示感谢。

据平顶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
大队民警赵帅峰介绍，6月7日8点30

分，他正在市十四中考点门口执勤，突
然一位女学生向他求助。原来这名学
生当天参加高考，但是到达市一高考
点后，发现忘了带身份证。她马上乘
坐出租车回家取身份证，但行至曙光
街时遭遇堵车。她只得下车步行，出
租车司机知道她是高考考生后，坚决
不收车费。

下车后她看到交警正在路上疏导
交通，遂向交警求助。简单询问情况
后，赵帅峰骑上警用摩托车带着她回

到她位于凌云路与曙光街交叉口的家
中拿身份证。随后赵帅峰又将女生送
到了市一高的考点。一路上只用了10
分钟，考生开考前顺利进入考点，没有
耽误首场考试。

当天中午 12 时 38 分，结束了首
场考试的这名高考考生在微信朋友
圈更新了动态：“今天多亏了这名交
警呀，要不然没拿身份证肯定进不了
考场了，谢谢那个出租车司机和交
警”。

交警骑摩托车送考生回家拿身份证

“多亏这名交警，不然就要错过高考了”

语文作为高考首个考试科
目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今年高考
语文难易程度如何，有何亮点，
作文好写吗？昨天，本报邀请市
一中、市一高两位名师分别对试
卷进行解读。

试卷整体稳定
四处变化值得关注

作文形式新颖利于考生多元化解读

6月7日，在市一中考点等候进场的
考生人群里，两位女生在专注地翻看手
中的复习资料。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