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以解决学生
存在问题为出发点

“受疫情影响，高考推迟
一个月，应该说机遇与挑战
并存，高考进入倒计时，老师
们要创新指导。”漳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奇南认
为，教师在接下来的复习中
应创新指导，教学从解决学
生存在的问题出发，做到以
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以《课程标
准》要求和“一核四层四翼”
的高考评价体系为导向，进
行必备主干知识梳理，紧扣
学科核心素养的训练与养
成。引导学生在学习、理解、
探究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夯实
基础；其次，是以学科“关键
问题”为抓手，及时解决学生
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引导
学生主动发问、讨论，在培养
学生“问题意识”时，要特别
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
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学
以致用，逐渐具备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
批判性、创新性思维方式；第
三，可以依据校情、学情，适
度增加模拟测试训练，提升
学生对考试场景、试题类型、
书写速度、时间分配等的适
应。加强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进行分层教学、指导，开展培
养能力与素养的专项训练。
第 四 ，要 注 重 讲 评 课 的 功
效。教师需积极进行高考试
题研究，充分发挥讲评课的
诊断、纠错、提升作用。同
时，要重视答题规范与解题
技巧的指导，针对高考时间
紧、题量大的情形，指导并强
化训练学生合理安排答题顺
序、关注书写规范流畅、表述
简明准确等方面的应试技
巧，同时重视改善应试心理
与技巧的训练，提高心理承受力以增强自信心。

“高考复习的教学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王奇
南表示，在高考复习最后的冲刺阶段，教师应根据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教学活动方法进行不断创新，为
学生营造一个能够主动学习、主动探究、多样化、开
放性的活动空间。

知己知彼方能从容应考

在漳州市教科院高中部主任林晓杰看来，随着
高三复习备考学习的推进，临近最后的冲刺阶段，学
生的学科知识掌握程度和能力水平已经基本定型，
考生有必要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学习状态，尽量明
白面对的是一场怎样的考试，做到知己知彼。

林晓杰介绍，“知彼”具体包括：1. 清楚试卷结
构、试题类型、呈现方式、分值比例；2.理解试题的考
查特点，测试内容的大致分布；3.了解各类试题的测
试思路。当前高考试题的题目类型非常稳定，考查
素材千变万化，但测试思路却有极强的相似性，所以
答题的要素是不变的。“知己”要做到两点：1.考试时
间的合理安排与把控。在平时反复的模拟训练中，
计算好各学科、各考试场次的作答用时，自己的得分
增长点和弱势所在，扬长避短，寻找化解之法；2.养
成规范、科学的作答习惯。对于主观题，一个题目的
审、思、解、答过程要懂得合理用时，不要在尚未理解
试题要求与作答思路时匆忙下笔，多写无分，浪费宝
贵考试时间。考试时要重视按试题要求规范作答，
减少因非智力因素而丢分。

“应对高考，除了扎实的知识积累以外，还要具
有良好的心态。考生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复习和
考试，时刻提醒自己读书是为了更好的步入社会，实
现人生价值。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我能考好，我
一定能赢。”林晓杰说。

过高期待会给孩子造成负面压力

“尊重孩子很重要，家长要保持正常的期待心
理，少在孩子面前提学习要求，不要盲目与其他孩子
攀比，过高的期待会给孩子造成负面压力。”漳州市
教科院副院长陈鹏飞认为，临近高考要特别注意关
注孩子的心理变化，有的学生会因平时模拟成绩的
波动或复习瓶颈而出现烦躁现象，家长要适时给予
关心和肯定，帮助孩子树立学习信心，多些积极的暗
示，使孩子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高考。

陈鹏飞说，备考的这段时间，考生及家长一定不
要乱了生活节奏，以保证充足的睡眠。挑灯苦读的时
光已经结束了，再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实在是得不
偿失。睡眠不足，人的思维会处于抑制和半休眠状态，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复习没效率、考试没效果。家长在
做好高考前的后勤工作时，尤其要注意为孩子提供清淡
营养的饮食。炎炎夏日，“多清淡、少油腻，大鱼大肉不可
取”，对孩子的心理关心要细致，物质关心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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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当前全国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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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表中可以看出，在两次大型的考试中，
学生在题意、任务、内容和表达存在的问题是有
共性的，其中有些问题经过简单训练全体学生
是可以过关的，如对试题中“任务”的呼应与完
成，而有些问题是需要进行专门训练的，如立
意、论述的深刻性。如果说符合题意是得到基
础等级分的前提，那么见解深刻就是得到发展
等级分的关键。以省质检为例，考生如果能够
在任务一的写作中，揭示出“法制意识”与“和谐
家园”之间的因果关系，深刻性立现。而要做到
这一点，需要在平时的训练中掌握材料分析的
要领。

根据以上问题，我们对下阶段复习中作文
发展等级的训练有如下思考。

用好评分标准是训练的前提。高考作文评
分标准规定，发展等级评分，不求全面，可根据

“特征”4 项 16 点中若干突出点按等评分（见右
表）。“不求全面”，意味着学生备考中可以有所
侧重，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特长在某一方面加强

训练，力争在作文中有所表现。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发展
等级的四个特征的评价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如“深刻”“有
创意”略高于“丰富”与“有文采”。对此，学生不能忽视自己
的实际，盲目追求自己不能达到的目标。一般而言，对于那
些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考生可以在“深刻”下功夫，而对于一
般考生则可以通过素材的积累、运用，争取在“丰富”与“有
文采”有所表现。

高考作文发展等级

高考作文复习指导——

强化发展等级训练
提升作文级别

⊙李都明 蔡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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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主题理解不准确，写作关键词转移

未能具体分析材料内涵，立意缺乏具体角度

演讲稿和倡议书的格式、内容、交流意识等问题

青年的态度落实不到位或错把征文稿写成给
团委的信

认识浅表化、同质化

思考不深入，写作层次单一

表达相对低幼化，准确性较低

低幼化和堆砌辞藻现象严重

福建省质检和漳州市第二次质检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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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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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解新颖
13.材料新鲜
14.构思新巧
15.推理想象
有独到之处
16.有个性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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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 1919日日，，漳州三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在教室中备考漳州三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在教室中备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旭张旭 摄摄

高考作文评分虽然分为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但在
评卷场中真正拉开分数的关键是发展等级。作文阅卷
中，如果发现考生的作文在发展等级上有突出的表现，
阅卷教师自然会考虑从一二类（优秀和良好）中去打分，
即使文中存在一些瑕疵也会被忽略。因此，高考作文复
习，有必要强化发展等级训练来提升作文级别。

高考作文的“发展等级”有深刻、丰富、有文采、有创
意四个方面的特征，多是高素养、高能力的体现，难以在
常规教学中自然达成。因而，在复习的最后阶段，根据
学情，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是提升作文级别的不二法
门。以学情而论，我市本届毕业生在福建省质检和漳州
市第二次质检中作文暴露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问题与分析

在此前提下，发展等级的训练与突破可有如下措施：

第一、以审题立意训练为重点，以立意见新见深。

如果说符合题意是得到基础等级分的前提，那么切合
题意就是得到发展等级分的关键，因为切合题意意味着找
到了核心立意，找到了最符合命题意图甚至在论题范围内
超越命题意图的立意，能尽显对命题及材料的深刻解读。
以漳州市第二次质检作文的立意为例，“继承爱国传统，厚
植爱国情怀”这一立意显然不如“涌泉之爱固可期，滴水之
报正当为”深刻。后者针对材料中女排升国旗奏国歌、黄旭
华誓干惊天动地事、革命先烈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等轰轰
烈烈的爱国方式，反思“你”——青年学生的爱国方式，立论
中隐含了材料分析的深入过程：青年要继承前辈传统，深植
爱国情怀——青年学生学习本领未来可报大爱——但当下
更应参与身边之事，以点滴之举践行爱国之心。如此立论
有转折，更有思辨，体现出学生对和平时期尚在成长中的青
年爱国方式的思考和辨析，相对于泛论爱国的作文显得较
为深刻、新颖。

所以，对多则材料作文题的审题，除了整体理解材料确
定论题外，还要具体分析材料的多维联系点，找到立论的具
体角度，才能使观点具有启发作用，并且有别于一般作文的
泛泛而谈，从而实现见解深刻、新颖的目标。

第二、以思维训练为手段，把思考引向深入和
辩证。

1.范式引路，明确思维展开的一般路径，引导有层次的
深入思考。

议论文的一般思路是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
什么）、解决问题（怎么样或怎么办）。复习过程中，可通过
范式明确思维展开的路径，从而引导递进式思考。以省质
检任务二为例，可以梳理出如下路径：野生动物指在野外环
境中生长的动物。（概念界定）——向食用野生动物说不，就
是拒绝所有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食用野生动物、为了求取不
义之财利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论点阐释）——当前罔顾法
律食用、利用野生动物的现状。（观现实）——食用野生动物
可能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谈利弊）——对命运共同体的
戕害将影响生态平衡，造成生存困境。（谈利弊）——滥食乱

杀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倒退。（定性质）——物以稀为贵的猎
奇心理、法律之剑悬而不利导致不法分子心存侥幸。（析原
因）——既要拒食野生动物，也要监督他人非法利用野生动
物；既要依靠严谨立法、严格执法，也要依靠公德美德的盛
行。（提措施）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顺序展开，
从大的方面说，观现实、谈利弊、定性质、析原因等层次的内
容都是最后提措施的原因，这种深入思考本质上就是揭示
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因而能带来深刻的效果。

2.用追问法开辟新的思考方向，提升思辨性。
站在论点对立面的角度进行追问，可以有效地填补

可能有的论述漏洞，使论述更严密，同时也能开辟新的思
考方向。例如追问“爱国是为国付出，但仅仅是付出吗”，
可能得出“个人价值在付出中得到了实现；国家的强大能
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大的舞台”的观点；追问“每个
人都爱国吗？每个人的爱国行为都值得赞扬吗？”可能得
出“爱国不能停留于口号；警惕以爱国之名行损国之实的
爱国贼”的观点。通过有疑追问逼出的思考显得更具有
辩证的色彩。

3.利用哲学思想帮助逻辑分层，让思考插上哲学的翅膀。
利用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整体与局部、必然与

偶然、主要与次要、物质与精神、横向与纵向、社会环境与

个人成长等哲学原理来认识某个概念、某种现象，论述原
因和措施，都能使论述展开得更深入、更有逻辑力量和哲
理意味。

第三、以表达训练为支点，用文采征服阅卷者。

作文开头是快速夺人眼球的部分。研究者认为，阅卷
老师目光停留在开头和结尾的时间要比其他部分长很多，
所以应认真写好开头段，力求做到准确、明确、精练。例如
市二质检优秀作文《华钟齐鸣歌盛世，家国同心铸英魂》的
开头：“从燧人氏于榛莽荒芜中力辟国运到唐宗宋祖的英武
风骚，从革命先辈的视死如归到国之重器的隐姓埋名，从中
国女排的拼搏进取到白衣战士的生死不论，中华民族总是
被爱国的英雄护于身后。在艰难磨砺前，万类盼春终有日，
忠魂常铸英雄身，英雄情怀终将为我们所传承。”这一开头
前半部分排比英雄爱国事实，从古到今，从材料到联想，简
练又有气势；后四句提出观点，观点鲜明，表达精练，给阅卷
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第四、在阅读中积累，在运用中追求丰富。

考场写作时间比较紧张，使用的材料应做到随心应手，
为此，可以在考前准备好可用的素材。比如《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明确规定的这些“核心价值”词汇如：理想信念、爱国
情怀、品德修养、奋斗精神、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审美意识、
劳动精神等等，相关的内料平时都应该积极积累。

此外，考前的临时准备毕竟有限，我们还要善于从已有
的知识体验、认识情境中挖掘开拓可用的素材来丰富自己
写作的理据。如市二质检作文，可以联系学过的课文联想
到《沁园春·长沙》里同学少年的爱国激情、《记念刘和珍君》
里刘和珍的为国牺牲、《苏武传》里苏武的爱国气节；还可以
联系古今中外史实如文天祥、张自忠、张学良、戴高乐等人
的爱国等。其实，入我胸怀者皆可入文，要善于调动积累来
丰富自己的写作。

当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后，要强化训练掌握理据结合
的写法，要懂得以相应的句式串其材料，在表述中进行分
析、点评，避免材料堆砌。

（作者李都明系漳州市教科院语文教研员 作
者蔡小燕系漳州一中语文教研组组长）

训练与突破措施

5月 19日，漳州三中毕业班学生上课中。 张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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