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北京近年文学作品阅读考查

以散文阅读为主，其中，写人叙事类散文考查频率最高。现以散文阅读复习备考为例，谈一谈考生该如何准备语文

期末考试。

备考攻略一：依据文体 把握思路

考生首先要有文体意识。八年级

上册第二单元的“回忆性散文”具有

“内容真实、事件典型、注重细节”的体

式特征。梳理回忆性散文中情、事、人

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知，记叙事件是为

了展现人的形象，继而抒发“我”的情

感，这是一个“寄情于事”的过程。回

忆性散文所记叙的事件，不仅能够展

现人物的性情、品质，还要抒发“我”的

心怀、情思。因此，在阅读回忆性散文

时，就要把握“寓情于事”这一文体特

征，把握阅读回忆性散文的思路：结合

文体特征，感知文章内容；结合行文线

索，梳理文章脉络；结合关键词句，体

会情感变化。

备考攻略二：审清题干 找准方向

在期末复习阶段，考生除了要

有充足的知识储备，还要有意识地

训练透过题干、审清“考点”、明确

“方向”的能力。以 2023 年北京初

中学考语文试卷叙事散文《校园生

活》的第 22 题为例，此题要求“结合

文意，简要分析第 12 段中‘跳跃着、

流荡着、放射着’的表达效果。”从

题干中的关键动词“分析”和最终

指向“表达效果”可知，此题考查学

生对文章富有表现力词句的评价

赏 析 能 力 。 接 下 来 ，结 合 文 体 特

征，明确赏析角度。从文章脉络来

看，这篇文章先写记忆中的校园生

活，再描绘眼前的校园生活——少

男少女齐唱、欢笑和奔跑，充满了

活 力 。 从 词 义 理 解 的 角 度 来 看 ，

“跳跃”“流荡”“放射”三个动词连

用，写出了眼前校园生活不同以往

的朝气和活力，极富表现力；从句

式和修辞使用的角度来看，三次使

用“XX 着”的短句，排比修辞手法

的使用，整齐有力，语调铿锵，给读

者 带 来 了 活 力 和 情 绪 上 的 冲 击

力。总之，题干可谓字字珠玑，考

生要抓住关键词句，精准把握答题

方向。

备考攻略三：逐类击破 答题有法

在期末复习备考阶段，考生要

有“合并”同类考点的意识，做总结

答题方法的“有心人”。散文阅读的

常考考点有情节脉络梳理、词句理

解与赏析、人物形象分析和文章主

旨理解等。以人物形象分析这一考

点为例，答题思路是要从对人物描

写的分析中总结归纳。在明确题干

要求的前提下，首先回归原文，圈画

人物言行、与之相关的事件和他人

评价，总体把握人物形象；接下来，

则要进行整合，逐条归纳、概括要

点，提炼出人物特点；最后，结合具

体内容分析，完成答案表述。

以 2023 年朝阳一模第 22 题为

例。“在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生

活化的鲁迅先生。阅读本文，你看

到了一位怎样的鲁迅先生？结合

文章内容说出你的认识。”根据第

③段中“鲁迅非凡的天赋和才华，

不只在字里乾坤、挥笔纵横江海。

我们熟悉的北大校徽、憨萌的猫头

鹰，都出自鲁迅的画笔”这一特质

可概括为：具有非凡天赋和才华的

艺术家。根据第⑤段中“鲁迅极欣

赏陶元庆的才华，不仅亲临陶元庆

的画展，为展览作序，还向大众介

绍其艺术成就，评价陶元庆的绘画

涵容了东西方激荡的气韵意象”这

一特质可概括为：善于发现和推举

人才的伯乐。根据第③段中“鲁迅

是引路的先觉者”和第⑥段中“但

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可归纳概括为：有进步思想和高尚

人格的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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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初三期末考试在即，复习时有哪些知识点需要考生格外留意？考试时又需要哪些答题技巧？

本报为此特邀各学科一线教师，针对期末考试复习方法给出建议，希望对考生有所帮助。

依据文体 找准方向 答题有法
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郭凯旋

作者的心境、心情或情怀

人物形象的塑造 记叙事件的选取

回忆性散文“情”“人”“事”三者之间的关系

人

情

事

阅读回忆性散文的基本思路：

步骤1：
结合文体特征
感知文章内容

步骤2:
结合行文线索
梳理文章脉络

步骤3:
结合关键词句
体会情感变化

考点：

人物形象分析

前提：

明确题干要求

找准答题方向

回归原文，圈画人物言行、相关事件及他人评价，总体

把握人物形象。

用概括性语言整合归纳，提炼出人物特点。

结合具体文本细节进行分析，完成答案表述。

{
语文复习备考犹如织网，建构起完整的知识体系，依据文体特质，找准考查方向，总结答题方法，才能从容备考，应

对有法。

语语 文文

以往的九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道法复习，往往强调

梳理核心观点，重视知识掌握，回归教材本身。但在当前

学考改革和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考生要想实现高质量

复习，要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知晓观点转向驾驭框架

九 上 所 涉 核 心 观 点

密集庞杂。倘若考生复

习每个章节时，只是反复

强化这些核心观点，那么

最后就是“大珠小珠落玉

盘”了。面对情境材料和

问题，考生很难快速准确

找到合适的“珠子”。因

而，驾驭框架才是最重要

的复习任务，也是学生发

展素养中“学会学习”的

内在要求。

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这个大主题下，要掌握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五个领域和中国梦

的发展目标。以经济为

例，考生要抓住改革开放

和创新两个经济发展动

力的主干点，而创新中则

要抓住其原因和方法两

部分。所有内容皆如此，

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

步 步 深 入 ，建 立 结 构 完

备 、层 级 分 明 的 内 容 谱

系，让散落凌乱的核心观

点都找到自己的坐标，让

“干货”存于结构。

二、从知识驱动转向素养支撑

2022 版新课标指出，

“学业水平考试以考查学

生核心素养形成与发展为

目标”，核心素养不仅贯穿

于学习过程，更主导着结

果评价。考生在复习时，

往往习惯于知识巩固和内

容强化。而知识驱动下的

答题会显现出明显局限，

答案构思速度慢、角度窄、

准确性低。唯有让以政治

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

念、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

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核心素

养沁入头脑，作答才会成

为一种自发自然的惯性流

露，而不再是头脑中知识

内容的机械拼凑。

以 2023 年北京初中

学考第 19 题为例，情境材

料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

足迹。设问是其中蕴含的

道理及青少年的行动落

实。题目背后是对国家环

保政策的政治认同、宪法

法律至上的意识观念、行

动落实的责任担当等诸多

核心素养，也覆盖了答案

要点。所以，当前做好期

末复习，考生要充分沉淀

核心素养，增长关键能力，

让作答更从容。

三、从把握固有转向关注鲜活

定于教材的固有内容

是 考 生 答 题 的 基 本“ 武

器”，而它有滞后性。考

生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上大踏步向前，每时都有

不一样的风景。试题就

像一部相机，拍下近期一

张张美图，并作为素材跃

然考卷。所以考生复习

时 ，更 要 转 向 关 注 近 期

党、国家和社会的动态鲜

活素材，学以致用。

以 2023 年下半年为

例，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成功发射，六名航天员会

师天空，上演着科技高水

平自立自强的新奇迹；杭

州亚运会完美举办，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再次凸显；第三届“ 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京举办，“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十年的成就，充分

证明了对外开放国策的

正确和新发展理念的力

量。学生要用所学内容

把握动态的中国，让思维

永不止步。

总之，初三学生高质

量复习道法科目，要注重

建构内容框架，培植核心

素养，关注鲜活素材，力

争在考试中“政”常发挥，

“治”在必得。

期末高质量复习

的“三个转向”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 王世龙

道德与法治道德与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