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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湖南对口高考

高三语文复习备考策略

-----------------------------



备考策略

—轮打基础攻考点 三轮查漏补缺重模拟
• •  

．． 
．． 

二轮攻专项促强提高 四轮历年真题析趋势 ． 



深入了解考试大纲

掌握湖南对口升学语文考试的

具体内容和要求，明确考试形

式和评分标准。

备考初识·三步走

分析历年真题

通过研究历年真题，了解考试趋

勺，势和难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考

。

设定备考目标

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和考试要求

，设定切实可行的备考目标，

如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 加强作

文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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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新变化

新考纲与旧考纲整体要求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新版考纲的指定背诵古诗

文篇目发生了较大调整，旧考纲中要求背诵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已经被删除，同时增

加了《师说》和《宋词二首》。 新考纲指定的必背篇目为：《诗经二首》（《静女》

《氓》）、 《劝学》、 《唐诗二首》（《将进酒》《琵琶行并序》）、 《宋词二首》（《念

奴娇赤壁怀古》《雨霖铃》）、 《师说》、 《前赤壁赋》、 《沁园春长沙》、 《荷塘月

色》、 《现代诗二首》（《我爱这土地》《雨巷》）、 《再别康桥》。 考生在复习时，一

定要注意考纲变化，及时调整复习策略，以免造成知识点遗漏。

---------------------------



( — )考试形式与时量

闭卷笔试，考试时量为 150 分钟。

（二）试卷内容及分值比例

试卷满分为 120 分。 其中：

1．语文基础知识和语言表达，约占 20%;

2. 古代诗文阅读，约占 12%;

3. 现代文阅读，约占 20%;

4．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约占 8%;

5．写作，约占 40% （应用文约占 15% ，其他文体约占 25%) 。



（三）题型及分值比例

1.选择题：约占35%（语言基础知识约占15%，阅读约占20%)。

2.填空题：约占8%。

3.改错题：约占2%（应用文改错）。

4．其他题：约占15%（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约占8%，口语交际，扩展语句、 压缩语段，

选用、 仿用、 变换句式等约占7%)。

5写作：约占40%（应用文约占15%，其他文体约占25%)。

（四）考题难度

较易题约占30%，中等难度题约占40%，较难题约占30%。



试题结构

（一）基础知识及运用(3*6计18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及默写

1古诗文阅读 (2*3计6分）

2考纲规定篇目古诗文默写（三空，每空1分计3分）

（三）文言文阅读（计9分）

（四）现代文阅读

1自然科学类说明文、 社科类说明文、 议论文阅读(2*3计6分）

2文学类阅读（计18分）

（五）语文综合实践（计8分）

（六）作文

1．应用 文写作计12分(200字左右）

2.大作文计40分规定字数700字左右

二



做好历年真题研究

高考真题永远是最有价值的复习材料。 每年的高考真题都紧扣最

新考纲， 在此基础上结合最新趋势、 社会热点等进行调整， 考题千

变万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是历届考生把握复习方向、 调整复习策

略的指路明灯。 考生必须做好历年高考真题尤其是近五年高考真题

的研究【中职专用】湖南省近十年(2014-2023)中职对口高考语文

真题分类汇编， 发现规律， 明确考查要点、 变化趋势， 做到高考复

习有的放矢。

4.



甘g制定个性化复习计划

1制定长期计划 l➔

根据备考目标和时间安排，
制定长期复习计划，明确每
个阶段的复习重点和任务。

［制定短期计划 I➔ 

将长期计划分解为短期计划
，具体到每天或每周的复习
内容和时间安排，确保计划
的可行性。

［灵活调整计划 I➔ 

根据复习进度和实际情况，
灵活调整复习计划，确保备
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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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与泛读相结合

扩大知识面和阅读量。

高效备考方法与技巧

注重积累与运用

学会运用所学知沪拫f决

实际问题。

多做真题与模拟题

通过做真题和模拟题，

检验备考效果，查漏补

缺，熟悉考试形式和节

奏。

建立错题本

将做错的题目整理到错

题本中，分析错误原因

，避免重复犯错。



捚 时间管理与心态调整

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

定期对自己的备考清况进行反思和总

结，及时调整备考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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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及运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口升学考试语文科目的10道选择题中有6道都集中在基础知识及运用板块。

所谓
“

得选择题者得天下
＂

， 高考语文基础知识的复习， 必须倍加重视。 该部分

的考查， 重在基础， 可难可易， 题型固定：给出一段文本， 从文本中出6个选择题，

命题方向有字音、 字形、 字义、 成语、 病句、 标点符号、 修辞手法、 语句衔接与

连贯等多个方面。 基础知识及运用部分知识点多而零碎， 识记内容占比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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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知识点逐一过关 4矗卜三》
基础知识及运用部分涉及多个知识点， 如字音、 字形、 同义词辨析、 虚词、

成语、 病句、 标点符号、 修辞手法等。

在复习时， 应针对各知识点进行梳理汇总， 每一个知识板块注意练习， 知识缺

漏经常整理。

通过这样的复习， 就能对出题数量较大的基础知识部分有一个扎实牢固的掌握。

不过， 为了避免遗忘， 还要进行多轮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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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分重难点， 复习有主有次
4.圈严

复习时，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出重点和难点， 也就是那些自己没有记住

或者记忆不清， 或是考试时屡次失分的知识点。

有主有次， 有详有略， 切忌胡子眉毛一把抓。 如针对词语或成语的复习， 可以

先自已进行理解， 然后再对照词语或者成语的含义， 对比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

重点关注那些自己理解有问题的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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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理规划， 循序渐进

语文基础知识部分的一个特点就是知识点多而细， 得分不难， 丢分极其可惜。

对千这样的学习内容而言， 最有效的复习方法就是化整为零， 循序渐进。

具体操作就是将这些知识进行分配， 制定详细的计划， 将知识点合理地规划到

每一天当中。

此外， 对千字音、 字形这种小知识点， 可以充分利用 一天中的碎片化时间进行

炽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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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阅读及默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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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纲要求， 考生需能识记并能默写规定的基本篇目， 阅读浅易的古代诗

歌作品的意象、 意境、 表达方式、 思想情感等进行赏析。 复习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1. 识记著名诗人、 词人的生平经历、 代表作品、 写作风格等相关信息， 掌握常见诗歌

题材、 意象、 风格特点

2. 把握诗歌整体意思的同时重视对重要字词、 句子的分析理解， 做到能用自己的语言

对诗歌进行描述、 评价

3. 勤梳理， 善总结

习时对所遇到的诗歌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即诗歌的形象、 诗歌的表达技巧、

的思想感情， 积累赏析诗歌时常用的词语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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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古诗文默写

＠重点掌握考纲指定背诵和默写的篇目

＠在理解诗文意思的基础上进行背诵

＠规范书写， 求稳不求快

2017年变化了一次考纲， 增加了《前赤壁赋》 ＿

夭姥吟留别》， 结果2017年的古诗文默写就4令页向八
2021年又变化了考纲， 增加了《师说》《琵琶行并序》《念

奴娇．赤壁怀古》《雨霖铃》《将近酒》五篇文章。

我们要高度重视， 落实这几篇文章的背诵默写。

复习备考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考查的内容可能为难写的字词

(2)考查的内容可能为主旨句、 哲理句、 传递正能量句

(3) 考查的内容可能为文学史上的名句

(4) 注意不要写音同的错别字， 通假字要写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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