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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模考试卷 精准查漏补缺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 朱 姝

区域

东城区

西城区

海淀区

朝阳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通州区

文章题目

《古栈道随想》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

《张大了嘴的帕瓦罗蒂》

《船闸与古镇》

《惜字亭下》

《滁州记》

《恰如这一杯好茶》

问题类型梳理

1.划线语句内涵赏析

2.相关内容在文章中的作用

1.段落内容与文章其他内容的联系

2.概念内涵解读

1.划线语句的赏析

2.标题效果

1.概念的思考与感悟

2.划线语句的内涵与表达效果

1.划线语句赏析

2.关键词含义理解

1.段落的表达效果

2.概念含义的全文筛选

1.段落作用

2.标题含义

区域

东城区

西城区

石景山区

考查的名著

《论语》

《论语》

《论语》

考查的题目类型

句意的理解

字义理解 句意内容主旨的理解

句意理解

区域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通州区

考查的名著

《红楼梦》

《红楼梦》

《红楼梦》

《红楼梦》

考查的题目类型

人物

情节、人物

通过传统节日 考查人物、情节、主题

人物及其作用

二轮复习正在进行中，想要获得满意的复习效果，建议考生结合自己近期参加的模考情况及感受，找出

重点、难点以及成绩增长点，精准地确定现阶段复习目标和内容。复习中，考生应注意以下几点。

通过各区期末试题的演练，考生已经

知晓高考语文试卷结构、题型数量、考试

难度等；并且通过这次实战，进一步明确

了自己解答各类试题的优势与劣势，在此

基础上，考生应做好题型和解题思路的分

类和总结，找到解题规律和方法，进而提

高答题的正确率。

以文学作品阅读题为例，高考命题的

原则是：1. 避免碎片化考查，注重整体把

握，综合考查；2.突出学科特色，关注对文

学作品语言内容和语言形式的考查；3.将

文学阅读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体现语

文学科育人价值。从各区期末文学作品阅

读主观题类型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各区的

文学作品阅读题遵循了以上原则，涵盖了

以下考查点：1.题目的含义、效果和作用；

2.段落（某个内容）在文章中的作用；3.划线

语句的赏析及表达效果；4.关键词（概念）

含义的理解等典型题型。考生应该根据题

型，理清解题思路，规范答题模式，把握答

题方向。在此基础上，依据篇目的个性特

征与内容，阅读的方法和技巧，再做进一步

的理解和剖析。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只

依赖答题模板，应该在阅读训练过程中，培

养快速、有效的阅读能力；注意句与句、段

与段之间的关系；了解文章作者的观点、中

心思想；做到从整体上把握文章。除此之

外，还应该提高概括提炼能力、总结体悟能

力等，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文学作品阅读

题时，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高考语文

考查的内容与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已连续几年密切考学衔接，创新考查形

式。在坚持“引导教学”这一高考命题原

则下，试题与教材的衔接呈现出三种基本

形式：直接考查教材和教学中的基本知

识；考查材料在课外，而考查的能力在课

内；与教材相关联，有时也以教材知识作

为答题的参照。

2024 年 1 月各区高三期末试题纷纷

体现出强调教学评价一体化，重视与教

材关联这一原则。通州区文言文主观题

涉及课内欧阳修所著《五代史伶官传序》

内容的理解，诗歌鉴赏题涉及了背诵篇

目中陶渊明所著《归园田居》的理解与运

用；东城区诗歌鉴赏的第二道客观题，涉

及背诵篇目中苏轼所著《赤壁赋》的写作

手法运用与辨析；海淀区诗歌鉴赏的第

二道客观题同样涉及背诵篇目中陶渊明

所著《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手法理解与判

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题目

的考查都涉及了课内的背诵篇目，因此

考生对背诵篇目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能

背会默的基础上还要加深对诗文内容的

理解和写作手法运用的复习和梳理，既

要宏观把控诗文结构内容、主旨情感、艺

术手法及效果，又要掌握诗人相关常识

的细节及一些隐性知识点，考生应好好

利用自主备考时间，对背诵默写的篇目

进行系统的查漏补缺，扫除知识盲区，弥

补知识短板，夯实巩固课内基础知识，占

领得分制高点。

一、巩固夯实课内知识

二、梳理归纳典型题型

2024年1月各区期末文学作品阅读主观题类型一览表

高考作文题与考生的经历和人生体

验息息相关，既要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

展，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还要

引导学生关注自身成长，激发学生结合个

人经历，思考当今社会的重要话题，从而

达到让考生关注时代发展，感悟生活内

涵，深入思考和多维思辨的目的。考场上

花费 40 至 50 分钟完成的作文，需要考生

在考场外做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考生要关注国家发展、生活变

化的素材。

纵观2024年各区期末试卷，无论是微

写作还是大作文，在命题上都贴近生活：密

切关注身边生活变化、国家发展。比如，

涉及比较多的话题有“ 网络用语 ”（丰台

区微写作）、“网络流行语”（石景山区微写

作）、流行语“情绪价值”（东城区微写作）、

“短视频对青少年的影响”（通州区微写

作）、“二十四节气的介绍”（通州区微写

作）等，都关注了时下同学们生活模式、表

达方式变化的内容，日常，考生们不妨通

过电视、报纸、网络、小视频等多种媒体关

注社会和生活中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一

些热点素材，如“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

化”我国科技创新等；人物的素材包括时

代楷模、平凡劳动者；素材角度包括文化

自信、科技创新、放眼未来等，只有充分地

梳理素材，并对素材做好细化和分类，形

成属于自己的多元化素材体系，才能在高

考作文的写作中驾驭各类作文题目，做到

游刃有余。

其次，要关注自己常用的素材。

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焦点、热点素材，

考生还要积累自己常用的素材，这些素材

有的和热点素材交叉，有的具有独特性，

在这些作文素材的梳理和准备过程中，需

要考生对素材进行高效的细化、转化和深

化。同时，考生要练习将一个素材灵活地

转化到多个作文题目中，比如,“一带一路”

的素材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他塑与自

塑》（丰台区考题）、“对幸福的看法与思

考”（石景山区考题）、《我看拿来》（东城区

考题）、《往哪里走，都是往前走》（西城区

考题）、《说预判》（海淀区考题）、《一件一

件来》（朝阳区考题）、《对话》（通州区考

题）这一系列的题目中，在转化使用的过

程中，考生既对素材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

查阅补充，进而加深了对素材的理解，又

提升了灵活运用素材的能力，还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了思辨能力和思维品质。

三、积累高效作文素材

四、名著阅读落实到位

《论语》与《红楼梦》被列为北京高考

必考内容，无论考哪部名著，都需要考生

进行细致的梳理。《论语》在理解字句意思

的基础上，要加入自己的理解与思考；《红

楼梦》前五回的内容是阅读梳理的重中之

重，前五回的纲领作用，对理解主题、解说

书名与主题思想等举足轻重。

通过对各区期末与《论语》相关试题

的解析可以看出，考生针对《论语》可以集

中复习字、句的解释和内容的理解以及主

旨概括和提炼等内容。

涉及《红楼梦》的试题集中考查作品

中的人物、情节、主题等，这就需要考生通

过再阅读，进一步梳理名著，填补之前阅读

不到位、不精准的部分，提高对于名著内

容的熟悉度。考生既要观其大略——把握

小说的情节结构、主要人物性格、突出艺

术特色；又要究其局部——有重点的进行

文本阅读，对其古典诗词创作以及古代文

化生活等内容进行梳理。

2024年1月各区期末《论语》考查一览表

2024年1月各区期末《红楼梦》考查一览表

语语 文文

在做好各类试卷总结的基础上，身处二轮复习中的考生，要对高考考查频率较高的

知识点和自己答题有困难的知识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做到查漏补缺、精准落实、突出

重点、讲究时效，为后续的一模考试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