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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下昆明市中考文言文第一轮复习策略浅析
张泊雅

（北清实验学校，云南 昆明 650200）

摘要：从全国实行统编教材以来，一线教师不难发现统编教材较以往的人教版教材加大了文言文学习量，文言文也就比以往复习起

来压力更大。提高文言文复习效率成为当下文言文复习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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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文言文复习现状

（一）语文课程标准关于文言文复习的要求

围绕《语文课程标准》进行教学，文言文阅读考查的知识点

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

1. 正确地朗读文言文，包括读准字音、合理断句、准确地划

分节奏。

2. 准确地积累背诵一定量的文言语段和名句。

3. 常见的文言实词的含义。我们需要积累课本上的重要文言

文词语，按照词性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副词，但是

人名和地名这类词语是不重要的，就不需要背记，确认字词在上

下文语言环境中的意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a 文言实词的

音、形、义。b.通假字。c.古今异义。d.词性活用情况。e.一词多义。

4. 常见文言文虚词的含义。课程标准虽然提到但是，昆明市

中考中，文言文虚词只在句子翻译里面考察，从最初的选择题 2

分到现在最多 0.5 分，在复习的时候适当删减。

5. 文言文句子翻译。运用直译和意译的方法翻译文言语句，

要求语言流畅，人名地名不用翻译。

6. 文章内容理解。我们需要在通晓课文大意的基础上，通过

文章层次，以及景物特点和内容重要的要点，我们在复习时，老

师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深入文本理解文章内容。

7.关于《语文课程标准》，我们需要理解文意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体会作者在文章中的观点、态度、情感和文章的思想意义。

8. 学会分析写法。初中写作手法主要囊括了艺术特色、表现

手法、语言品析、修辞手法等方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9. 文言文课内课外对比阅读。这是近几年昆明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必考的一种题型。一般来说蒋两篇文言文阅读材料放在一

起比较品析，材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题材、主题、人物、

手法、社会意义等方面，如：战争类、山水描写类、人物传记类、

劝喻类或表现手法、主题方面相关联类，等等。考察的是学生分

析比较的能力，比较相同点和异同点得出结论。

10. 个性感悟和拓展迁移。这是昆明市的常考提醒，考察的是

学生的能力。

（二）昆明市关于文言文复习地方性要求

走进中考文言文试题，了解命题意图，明确文言文知识和能

力的考察，主要有名句的默写、常用实词解释、句子的理解和解释、

文学常识、对文章思想感情的整体理解与评价等。当然，做到不

失分的关键，还在于对默写内容的透彻理解上

2022 年语文学科是昆明市最后一年市考，整张试卷的分值

120 分，文言文阅读 12 分——13 分左右，整张试卷的占比 10%。

作为选拔性的考试，文言文复习注定成为中考复习的重头戏。每

年昆明市会在三四月份划出考试范围，每次划出文言文复习篇目

15——19 篇不等，初中文言文篇目有长有短，比如《出师表》《送

东阳马生序》《醉翁亭记》等篇幅比较长，《三峡》《答谢中书》《记

承天寺夜游》等篇幅比较短。从时间上来看，中考第一轮复习只

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昆明市文言文复习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文言文实词的考察、句子翻译（课内、课外）、文章内容理解、

文言文主旨的理解、对比探究、文言文对比阅读。

当我们深入研究试题之后，往往会忽略一个考点，就是文言

文名句默写，从名句的 1 分到 2 分来看，有的时候 3 分。学生往

往在这个地方失分比较严重，可是，我们在复习时就要经常忽略

这一考点，有必要将考试范围内的名篇名句熟读成诵，并且反复

加强背诵巩固，尤其要重视其中重点字或难写字的书写，死记硬

背肯定不行，这里还需要对文言文重点句子易错字词进行解释翻

译处理，学生这样才能记得更加长久和扎实。

总之，无论昆明市还是语文课程标准，都是大同小异，考察

时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作为老师更应在积极有效地准备，从

而提高文言文课堂复习的效率。

二、制定好详细地复习计划

两军之争，粮草先行。计划是行动高效实施的前提，第一轮

复习做出近五年昆明市中考情况排查，根据 2022 年语文课程标准

篇目，划定了重点复习篇目 18 篇，具体如下：《醉翁亭记》《湖

心亭看雪》《鱼我所欲也》《送东阳马生序》《曹刿论战》《邹

忌讽齐王纳谏》《出师表》《陋室铭》《爱莲说》《河中石兽》《三

峡》《答谢中书书》《富贵不能淫》《桃花源记》《小石潭记》《北

冥有鱼》《虽有佳肴》《马说》。每周 3——5 篇定量定任务复习。

复习计划要详细大到每周，甚至到每天，这样一步步进行课

堂落实，学生才能真正落实。

三、以教材为基点，地毯式铺排

当下初中老师不重视课内文言文的复习，从而导致学生没有

积累最宝贵的语言材料。认为要提高中考文言文得分，特别是对

我们学校这类语文基础比较差的学生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

第一，六册语文课本里面选入的课文篇目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也

是我们传授基础知识和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以及培养审美情趣的主

要凭借；第二文言文内容多，而文言文复习时间则非常有限，内

容又多，如果复习漫无边际，离纲弃本，要想在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复习完所有文言文篇目，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三，中考文言文

中的知识点 95% 是教材中内容，5% 也是教材知识迁移。

教材是一切文言文复习工作开展的基点，一个有经验老师应

该认真备教材，根据语文课程标准和云南省学业水平考试标准以

及近五年考试范围，划好复习篇目（17——18 篇左右），如果三

月份市里面教研时已经划好中号范围篇目，我们的复习压力就会

更小。不管篇目时多少，我们在备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课下注释

和课后习题的内容，一个点都不能落下。出题人的思维也是基于

教材，因此在第一轮复习时，地毯式铺排复习，为第二轮的大复

习重点复习打好基础。

为了更有实效的复习好教材，我采取了以下的办法：1. 读：

（1）在每天早读的时间布置学生大声地朗读课内的文言文课文，

初步加强对文言文文意的理解。（2）朗读文言文课下注释，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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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记忆，这是初中文言文必须过的知识点。我对学生的读书要求是：

课后要求默写的必须全部默写，重要篇目必须默写课文。

2. 译：要求学生逐句翻译教材中绝大部分文言文，特别是人

物传记和散文。在第一轮复习过程中，每天晚上布置学生翻译一

段文言文。通过第一轮的翻译复习，学生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课

文内容，同时也能积累大量文言文基础知识，文言特殊句式的翻

译方法等等。翻译的时候，需要注意课下完整的句子翻译重点背

诵记忆，初中文言文考察的句子翻译比高中难度更小。

3. 测：我们学校每周都有文言文阅读篇目测试，有对比阅读

测试，有文言文基础测试单，一般是利用晚自习的时间，有效对

学生文言文知识掌握的检测以及过关

总之，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我们还要对学生文言文复习效

果进行评价，只有做到这样的一体流程，我们的文言文复习效率

才会更高。

四、基础知识，归纳整理，形成体系，掌握规律

在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还要注意对知识进行归纳和

整理，以便形成知识体系。根据教学大纲、考试说明和教材，我

主要归纳和整理了以下几个项目的内容：

1. 归纳整理字词的意义用法。文言实词是文言文的主要构成

部分，熟记并积累一定数量的课下注释，是学好文言文的关键。

我们在掌握课下注释时，必须注意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活

用和通假字等词语，这是昆明市语文考试的规律。我们在识记时，

最好放到相关的语境中去记忆背诵，不能死记硬背。因此在学生

翻译完课文后，我还会对课内出现的重要文言词语进行归纳和整

理，要求学生再一次进行巩固复习。具体举例：（1）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中的要是通假字（1）一词多义：间，又何间焉和时

时而间进的意思两个意思。（3）古今异义词当中，妻子是很明显

的古今异词，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非常注意的。（4）词性活用内容

也是常考的，比如凄神寒骨中的“凄”和“寒”都是使动用法，

需要翻译成“使 .... 寒冷”“使 ..... 凄凉”。

2. 归纳整理句式。《云南省考试说明》中指出有四种句式不管

是课内翻译喜欢考，课外翻译也喜欢考：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

宾语前置句。了解这些，有助于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有助于准

确的翻译文言文。关于句式的考察，主要在高中，初中关于句式的

比例不大，因此这里，只要能直译句子，抓住关键词问题就不打了。

3. 归纳整理常用的答题技巧。例如推断文言文课下注释的方

法，文言文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等等。这些知识通过归纳和整理之

后学生通过一定的练习就能比较好的掌握了。

初中文言文基础知识主要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如果做

好了，就会大大地提高文言文课堂复习的效率。

五、文言文内容理解，整合复习，高效复习

整合复习即分主题复习，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如果能在第一

轮基础铺排的基础上，老师引导学生整合教材内容，可以把文言文

内容进行整合，这样可以引导学生深入回归教材，这样学生对教材

内容更深入更透彻，就不再是简单的老师讲老师学的课堂。初中文

言文大概可以分为写人叙事、写景抒情、道理感悟、劝谏艺术四类，

比如写人叙事：《唐雎不辱使命》《陈涉世家》《愚公移山》《送

东阳马生序》；写景抒情：《桃花源记》《小石潭记》《三峡》《答

谢中书》《小石潭记》等；劝谏艺术内可分为：《邹忌讽齐王纳谏》

《出师表》《曹刿论战》等；道理启示可分为：《河中石兽》《鱼

我所欲也》《马说》《狼》等。这样整合复习既可以构建学生的文

言文思维体系，也可以提高学生复习文言文的效率。

六、摸清考题考点及分值，合理分配时间开展复习

根据昆明市五年来的学业水平考试试卷，文言文阅读板块分

值在 11——12 分左右，具体课下注释 2 分、句子翻译 4 分（课内

2分，课外2分），课文内容理解2——3分，主旨及启示探究题3分。

虽然分值比例看起来差不错，但是课下注释和课内句子翻译是书

上的，这里我们复习时花费的时间在 10——15 分钟（中长类型文

言文，包括检测），剩下的（25——30分钟需要掌握内容以及主旨，

因为占比在 5——6 分）像比较长的课下注释比较多比如《陈涉世

家》光背记课下注释就需要 20——30 分钟，因此我们要提高课堂

质量，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文言文阅读板块，属于中考阅读理解的第二个版块儿 12 分的

分值，在复习的时候，中考文言文一共会勾画 15 篇，那么根据长

短度，文言文课下注释就需要花费 6 个课时，句子翻译也需要花

费 3 个课时，课后习题则需要 4 个课时。文言文第一遍的时候一

节课按照之前所说的来进行，一节课 40 分钟，长一点的文言文 10

分钟课下注释，10 分钟句子翻译，20 分钟背诵课后习题，互相过

关，老师抽测。如果这个步骤走完了，就需要老师这里重点词语

进行总结归纳，反复提醒学生要做，两节课做课下注释并且过关，

两节课做句子翻译并过关，两节课背诵并理解课后习题，总之复

习效率必须行之有效。

七、加强训练，举一反三

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要了解昆明市中考文言文选择篇目的

特点。中考文言文选段，可以分为课内的和课外的，课内的可以

按照之前的分成四类，课外的文言文选段从体裁上说，主要以叙

述为主，议论较少，篇幅较短，语言简短精练，课堂从讲练式变

成教练型课堂，我们可以做以下训练：

1.小段文言文限时训练在课堂上限时训练，及时检测和评讲，

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背记能力以及答题能力。高效地课堂模式

强调训练了不检查等于零，检查完不评价也等于零。限时完成作

业是学生的能力，这种快速的思维能力是需要我们训练才会获得

的。

2. 精选模拟试题，实战演练。昆明市近五年中考真题以及各

地的省市的中考真题，特别江苏、北京等地的中考真题，要求学

生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文言文的得分。学生还可以做《天

利 38 套》，涵盖了全国的中考真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薄弱

板块立马补充。

3. 在中考的最后阶段，老师还要做一个大杂烩真题模拟，不

管是在技巧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要让学生有一定的提升，所以这

里我们老师需要高度给学生凝练重要的知识点，把 15 篇文言文的

课下注释做一个大杂烩，并进行分类，这样更能提高效率，真题

训练时多讲解做题技巧，多讲解真正的答题思路，以及培养考场

的学生应变能力。许多学生本身掌握得还是比较扎实的但是考试

的时候，文言文基础总是心态崩盘，比较粗心，这样就很容易失分。

老师考前还可以给学生讲解考试技巧，并对老师技巧进行训练提

高学生答题的敏感度。

总之，文言文第一论文复习任务非常艰巨，作为一线教师的

我们一定注意方式方法有效带领孩子完成高效率的文言文复习。

落实好文言文复习的这几个步骤，在扎实的文言文知识基础上，

掌握了准确的解题规律，加大训练力度，从学生的薄弱点进行训练，

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我们一定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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