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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翻译就一定能做对题吗？当然不

是。我们还要有审题能力和更高阶的语文

素养。下面就先来谈一谈题干中的基础概

念，这能帮助考生做到问什么答什么，精准

答题不跑偏。

我们再回顾一下上面的例题。先看例

回归基础，构建体系
——以古诗阅读复习为例浅谈初三语文备考

北京市八一学校 孙月华

对于初中学考语文学科，同学们该如何准备呢？下面，笔者以古诗阅读板块的复习为例，浅谈初三语文学科的备考。

一、透视中考，回归基础

北京初中学考试卷命题，立足素

养导向，彰显学科本质。古诗阅读虽

然有范围，但体量大，死记硬背过于

耗费精力，且往年初中学考真题中，

古诗阅读有时会关联考查范围外的

篇目。因此，考生需要学会阅读古

诗。这就需要从所学古诗中寻求阅读

的章法，构建阅读诗歌的基本取向（内

容、情志、哲理），以及其基本知识体系

（表现手法、抒情方式）和基本阅读方

法（翻译、题目、注解等）。构建体系，

获得语文素养的提升，能够帮助考生

从已学走向未学，这也是其他板块需

要的，更是学习任何内容所需要的。

【方法指导】

怎样构建体系呢？直接有效的

方法就是用结构关系图来梳理，加强

整合。此处以怀古诗为例。

第一步，把考查范围内的四首罗

列出来，《登幽州台歌》《赤壁》《南乡

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山坡羊·潼

关怀古》。

第二步，通过比较几首诗歌，并

借助怀古诗的概念，从诗歌考点出

发，构建阅读怀古诗的体系。

•内容及方法内容及方法：：涉及历史古迹、

人物、事件、语句，并以议论或用典的

方式出现。

•写作意图写作意图：：以古比今，借古讽

今，借古咏志，或揭示历史现象背后

的真谛。

•学习路径学习路径：：明古——晓今——

知人。

1.知晓诗歌中涉及的历史

2. 知人论世——创作具体背景

和时代背景

3.比较史今，建立联系

考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整合，如主题、题材等。运用归纳整

合的方式，考生也可以把范围从某一

类诗歌扩大到所有诗歌，从诗歌板块

扩大到其他板块。如小说，在了解其

概念和小说的考查点后，考生要明晰

人物、情节、环境、主旨这几个考查点

间的关系。在小说中，通常会考查主

旨大意题，小说主旨是通过人物形象

去表达的，而人物形象又是在情节和

环境中塑造的，那么不管题型如何变

幻，考生在审题的基础上，答题时就

要关注小说的三要素和主旨，建立起

它们之间的关系。

同学们，备考就像起高楼，地基

和结构才是重要的。因此，希望大家

回归基础，构建体系，综合提升语文

素养，走得更高更远。

1.内容梳理题
例题例题 11：：根据你的理解，在下面横线上

填写恰当的内容。

本诗的开头叙述诗人 ，接着记录

沿途的自然风光，结尾用人物问答的方式叙

写了 。（2023年《使至塞上》）

2.画面描述题
例题例题22：：“心远地自偏”一句中的“心远”

意指远离俗世生活。依据这首诗的内容，

你认为诗人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怎样的？用

自己的话描述。（不得抄写原文）（2022 年

《饮酒》）

例题例题 33：：阅读画线诗句，观察下面两幅

图画，简要说明哪一幅能够表现这一联诗句

所描绘的景象。（2018年《次北固山下》）

3.分析赏析题
例题例题 44（（分析分析）：）：孟浩然《春晓》中“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与本诗“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都写到了落花。请

简要说明两位诗人分别借“落花”表达了怎

样的情感。（2020年《己亥杂诗》）

例题例题55（（赏析赏析）：）：列出第二联构成对偶的

词语，简要分析这一联运用对偶的表达效

果。（2023年《使至塞上》）

我们来依次分析这三类题的考查点。

内容梳理题：内容理解，依题概括。
画面描述题：翻译诗句，合理想象。
分析赏析题：赏析手法，分析情志。
考生要对题干中所指的内容进行理解，

或是概括事件、景物特点等诗歌内容，要知

道诗歌说了什么；描绘画面，或是选择哪幅

画更符合诗句，需要知道诗句描绘了什么，

具有什么特点，整体有着怎样的氛围，它的

前提也是了解诗歌内容；从手法和抒情方式

上赏析或分析诗歌的表达效果（最终要落到

情志上），同样需要知道诗歌的内容。综合

来说，这些题考查的起点都是诗歌大意。而

明晓诗歌大意的基础就是两个字——翻

译。因此，我们备考古诗阅读的第一件事就

是梳理所有考查篇目的翻译。

【方法指导】

怎样翻译诗歌呢？在时间有限的情况

下，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对着原文逐句翻译，

每翻译一句话，就核对一下译文，不对的地

方画出来，以方便后续复习巩固。在这里，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考生要知晓意象、典故

等具有的特殊含义，着重关注表现力强的词

句。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意象：落花（例题4）、日暮（例题6）等。
例题例题 66：：《藤野先生》中有这样一段文

字：“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

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有人推

测鲁迅“还记得这名目”与本诗尾联抒发的

情感有关，你认为这种推测合理吗？请说明

你的理由。（2021年《黄鹤楼》）

2.典故：黄金台、燕然勒功等。
3.描写精彩的诗句、议论精当的诗句和

内涵丰富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例题 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

锁二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例题4）等。

备考，首先就要透视初中学考，这样才能精准抓住备考的要点。我们来看一看初中学考

题，分析考题对考生提出了怎样的知识、能力与思维要求。

基础一：翻译诗歌

二、构建体系，提升素养

题 1，题干中有两个词语需要注意，

即“叙述”“叙写”。这两个词的作用

是什么呢？我们从概念谈起。在文

学范畴内，“叙述”是一种表达方式，

通俗来讲，就是将事件的前后经过

记载下来或说出来。如果我们明晓

题干中的这个概念就能知道，这两

个空要求考生概括事件。再来看例

题 2，题干中有这两个词需要注意，

即“场景”“描述”。“场景”就是场面

情景。“描述”则是描写叙述，换言之

就是形象地叙述。知晓这两个概

念，描述场景这一核心任务就明朗

了，即把诗句中生活的场面情景形

象地叙述出来，这里面就包含人物

做了什么（叙述），是怎么做的（描

写）。以上例题中能起到同样作用

的词汇还有例题 3 中的“描绘”，例题

5 中的“对偶”“表达效果”。综上来

看，考生要完成题干中给出的任务

与要求，就要明晓语文学科中的一

些基础概念。这一点，放到其他板

块同样适用，如 2022 年议论文阅读

题：说出第⑤段画线处使用的一种

论证方法，并分析其论证效果。答

这道题，就要储备论证方法的相关

知识。

【方法指导】

怎样通晓语文学科的基础概念

呢？首先，建议大家按板块，分文体

和考点梳理。如基础·运用板块中，

五大书体及特征是什么，对联的基本

要求有哪些……再如记叙文板块，小

说就要通晓其概念及概念中的三要

素。有能力的同学还可以用结构关

系图来梳理，这其实就和构建体系合

二为一了，这一点在标题二下会进行

指导。当然，如果考生某一板块已经

掌握很好，那就不必再费精力，根据

自身情况梳理自己的重难点即可。

在此基础上，建议同学们加入典型例

题，这一点在现代文阅读当中尤为必

要。其次，同学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

式，这样做能有效辨析类似概念，如

上面涉及的“叙述”和“描述”到底不

同在哪里，议论文中的资料和论据有

何区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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