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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词1：题型分布
客观题或有变化，
注意语境和重视思维训练

“今年的语文高考从命题角度来看，试卷结构整

体是稳定的，但稳中有变。”洪艳祺介绍，从近2年的

新高考试题特点上来看，为防止学生大量刷题，新高

考题出题时会反押题、反刷题、反套路，这就要求同学

们要注意语境和重视思维训练，高考考题会从“解题”

向“解决问题”转变。

“从试卷结构上看，今年高考语文卷与去年基本

一致，题型、分值分布、考查重点等保持稳定。”洪艳祺

说道，需要注意的是，与去年相比，今年语文卷语言运

用题型，或许会有创新题型。

从考查趋势和重点上看，新高考更加强调“立德

树人”，试题材料的选择越来越强调弘扬正能量，反映

时代发展的正面影响，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从考纲上看，反套路化明显，光靠刷题是不够

的。从答题的方法，到答题的思路、思维，再到答题的

策略等等，更加注重对同学们思维能力的考查。”洪艳

祺提醒，考生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及时关注

社会时政热点。

客观题或有变化
要重视思维训练

针对失分点
进行靶向训练

2025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作为高考第一个开考科目，语文学
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后20多天的时间里，考生应如何做好语
文备考？应南国都市报邀请，海南中学高三语文组高级教师洪艳祺
为广大考生提供备考指导。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核心词2：复习策略
科学规划，精准突破

近年来，高考语文试题答案体现出多角度的开放

性。多道试题给出了多种答题的可能，洪艳祺鼓励学

生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将学习重心放在

提高思维的严密性和表达的准确性上，而不是对答题

套路的机械记忆。

90分以下考生建议：回归课本，找“样本”，夯实

基础。

洪艳祺提出，文言文重点篇目要逐篇过关（实词、

虚词、句式、翻译），古诗文默写要保证课内60篇无错

漏（关注易错字、通假字、虚词、同音异形）；文学类文

本阅读重读教材经典篇目；按照试题模块对教材进行

整理，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复习。

90-110分考生建议：真题为本，题型建模。

“这个时期不建议做大量新题难题，最好的复习

资料是高考真题。”洪艳祺建议，考生每天可限时完成

1套近3年高考真题，同样建议按模块拆分练习；建立

“题型思维导图”，如小说“叙事视角题”=作用分析+

人物塑造+主题关联等；整理错题本，标注错误类型

（审题偏差/知识盲区/表述不规范）。无需专门单独

粘贴错题，将这一年考过的试卷拿出来即可，按照模

块重新整理一遍错误的题。

110分以上分考生建议：按板块、分类别、有选

择、有侧重，因人而异，同中有别。

“复习，是知识巩固，也是新知识整合。”洪艳祺提

出，同学们要把考点变思路，将思路变方法，把方法变

流程。将考查点知识变成一条条答题的思路，把思路

具体为每种题型的答题方法，再将答题方法变成答题

的步骤。

在答案中找思路，从答案中找规范，将流程变习

惯，通过训练建构答题的系统，形成自动化和个性化；

将平时考试当成高考，平时训练的时间安排、答题步

骤方法应和高考一样。

核心词4：答题技巧
合理分配时间，强化答题规范

针对语文卷的答题技巧和注意事项，洪艳祺也结

合丰富的经验为考生提供指导。

第一是时间分配黄金法则。考试作答顺序及时

间分配应为：现代文阅读（35分钟），古诗文（35分

钟），语用（20分钟），作文（50分钟）。要预留10分钟

填涂检查，严禁出现“作文字数不足”事故和空题现

象。

第二是强化答题规范。主观题应遵循“观点+分

析+效果”三要素，如：比喻手法[观点]→将XX比作

XX[分析]→生动表现XXX[效果]，分点逐条作答。

作文标题可采用“对仗式”或“关键词植入式”，首段避

免辞藻堆砌，务必亮明观点。

“遇到陌生题型，同学们也不要慌张，可以拆解题

干关键词，联想教材相似考点。”洪艳祺建议，作文卡

顿时，可启用“四何问法”，即“是何、为何、若何、如

何”。作文关注这些方面，即具备基本要素，一般不会

出现重大事故。

“书写一定要规范，最后这个阶段不要放弃练

字，要注意定时，尽量规范书写更多的字，180字/

10分钟比较合适。”她提醒，考生忌盲目刷题，需像

中医“把脉”般精准诊断薄弱点；卷面整洁度可能影

响等次差距，因此需强化规范意识（书写工整、分点

作答）；保持“每分必争”的清醒，更需“每分不丢”

的细致。

核心词3：专项突破
根据失分点靶向训练，分层突破

洪艳祺表示，最后的冲刺阶段，考生应有针对性

地进行复习，根据做过的模拟试卷和真题失分点展开

靶向训练，逐项突破。

1. 现代文阅读日均30分钟
信息类文本：训练“观点-论据”对应法，勾画逻

辑链，尤其注意图表题。对于在这一时期前三道选择

题频繁出错的同学来讲，反复做高考真题即可。

文学类文本：建立“三维解读模型”（内容层→手

法层→主旨层），重点突破双文本比较题，专注解题思

路和答题逻辑。

2. 古诗文日均40分钟
文言文：每日精翻1段课外文段，最好是近十年

的高考真题。

古代诗歌：掌握诗歌相关技巧，把课内所有诗歌

的名家鉴赏篇目熟读成诵。

文化常识：整理高频考点，尤其关注课下注释。

3. 作文
素材升级：将旧素材翻新，熟悉一两年内的新素

材，多看时评类文章，着重关注用力分析的语言及句

式。

结构建模：熟练运用“三元思辨式”，熟练掌握因

果链分析、三段论等基本论证方法。

审题特训：针对审题困难，每日解析2道作文题，

标注“核心概念”与“限定条件”，写出中心论点。

扫码听名师指导 洪艳祺老师正在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莫壮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