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学生语文复习策略（共五则） 

第一篇：高三学生语文复习策略 

大家在关注试题变化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复习策略。准高

三的同学们，在剩下的一年时间，怎样进行语文学科的复习，下面给

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三学生语文复习策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三学生语文复习策略 

(一)抓住课堂，重视课本。 

高三初期的语文课一般要“两线并行”。一方面要学习五、六册

教材的新知识，另一方面要紧扣教纲和考纲进行系统的考点复习。因

为课堂容量加大，所以就更要抓紧课堂时间，认真听讲，做好笔记，

提高课堂效率，这样课后才能节省大量时间。 

在高三复习阶段，复习资料堆积如山，许多同学错误地认为，高

考不会考课本上的内容，于是就把教材抛在一边，一味去追捧复习资

料。的确，高考题的内容大部分来自于课外，完全出自教材的题目看

起来相对很少，但是，这个并不说明教材就没有用。 

高考考察的是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而课本是基础知识的重要载

体。比如说，高考题中的文言文阅读选文虽然在课外，但考查的知识

点：文言实词、虚词、句式等都可以在课本里找到;基础能力在课本在

也均有体现，如高考题中的现代文阅读考查的能力点：理清思路、筛

选信息、把握文意、揣摩语言、概括中心等都是我们学习课本时的重

点内容。在复习时，涉及到相关知识能力点，多翻一翻课本是大有裨

益的。 

(二)归纳整理，加强积累。 

同学们在前两年的学习中大多能够随时整理好课本和读本中出现

的现代文字词、文言知识、需要背诵的诗句，那么进入高三后要及时

清点这些知识储备，将这些平时整理的内容进一步筛选、归纳，使之

更系统，更科学，便于及时复习。 

同时还要注意平时的积累。课堂上老师讲的重要知识点;每次练习

或考试自己答错的题;现代汉语中常见或次常见字的形、音、义;古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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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古诗文中的名篇、名句;现代的精美短文、

优美语句;报刊，电视、互联网上的写作素材等等，都是积累的重要内

容。 

(三)熟悉考纲，精选习题。 

即将升入高三的同学最好借一本今年的《考试说明》，熟悉一下

考纲的要求，以此作为自己复习的指导。要仔细对照考纲，把各个知

识点一一加以检查。凡是有漏洞的，应当集中精力加以弥补。 

这里还涉及一个精选习题的问题，我们手头复习资料实在是良莠

不齐，陷于题海，不如通过解答规范的示例性的高考题，理清解题思

路，巩固解答各类试题的能力。 

其实每年的高考题就是最好的练习题，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全国

卷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地方卷具有很大的借鉴性，因此语文备考，研

究历年高考题非常重要，在做透高考题的前提下，再辅以一定数量的

模拟题，就足够了。 

(四)总结规律，提高效率 

现在的语文高考题重能力考查，能力的形成必须以知识为基础，

以方法为先导。课堂、课本和课外积累都获得知识和方法的很好途径，

但是要转化为能力，还需要在学习中不断地分析、比较、总结。 

做题的关键也在于领会题目的思路和能力的要求是什么，逐步摸

索出一些规律来，这样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如果只做不想，结果只

能是事倍功半。 

如何提高高三语文学习能力 

现代文学习的“天机” 

现代文语段是主观能力题充分展示的平台，也是学生们最感不易

把握的时常失分的题型。如何寻找“天机”呢?实践中，我们要牢记三

句“心诀”：其一，要学会咬文嚼字，吃透审题中的关键词含义;其二，

注意把握语意环境中具有相关联系信息的标志词关键句，即将问题置

于一个环境中整体地进行分析认识;其三，在回答有关主旨、方法等问

题时，将语段中的信号找对，找全，在正确的前提下力求完整。如试

题“大自然……积累了无数‘天机’，‘天机’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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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天机”的含义指大自然的内在规律、奥秘。解答此题的思路

是：咀嚼“天”为自然，“机”为规律。又如：本文运用环境描写和

心理描写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其表达作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一切景

语皆情语”的常理出发，参考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得出信号：环境的

凄凉烘托了人物心情的悲凉等等。再如：“不朽的失眠”的主旨把握。 

《枫桥夜泊》的创作者张继，科举落榜，落魄回乡。半夜于江畔

失眠，惆怅失落之际写下了流芳千古的不朽之作。结合“不朽”的理

解，我们分别要找到“失眠”、“失落”与创作的心理联系，将分别

对应的关键信息找全，便不难得出较为正确完整的答案来。 

现代文题目中的选择也要注意以上原则，认真比较原文，找到类

似或差异信号。如有一题的选择项是“科学家研制出了比钢丝坚强得

多的人造蜘蛛丝……”，而原文中有“正在研究”一词，显然不符。 

文言文学习的“规则” 

文言加点词释又有三句要领：一看位置，二看词性，三作解释。

如“一邑之医举十人”句，“举”的位置居中为谓语，当解作动词，

然后释“举荐推荐”意。位置最重要，决定一切。文言句子翻译也有

三句要领：一要逐字翻译(除专有人名、地名、官名照抄外)，这是区别

古今异义十分重要的一点。现代汉语常常两字一义，如“睡觉”，即

睡;而古义则译为“睡醒”，一字一义。二要做到“省略要补齐”，尤

其是主语，或者“之”、“于”类的代词和介词等，以括弧标明，使

句意完整通顺。三要注意“倒装要还原”。如宾语提前，定语状语后

置等，一定要按现代文语序还原倒装。 

文言文的主观题较多体现在主旨、方法与人物思想性格的概括方

面。“规则”是：记叙类文体多注意文尾中心句，议论类文体多关注

文首中心句。能用原句最好;若无，则可退而求其次，找出抽象概括意

义的中心关键词也可，然后再自己组句。其他类型的主观能力题要强

调“对号入座”法，将问题放入所对应的语段或句子中去，仔细比较

参照，与现代文学习的一些方法相似。 

作文学习的“道道” 

这次卢湾区高三语文期中试卷的作文题是《你行，我也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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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题目也是明年上海特奥会的口号。与今年高考作文题《我想握住你

的手》一样，为全命题作文，且题目带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要做好

此类型作文，须注意三点。 

审题为首要。如何审抓关键字?关键字共有三个。一为“你”，不

能写成“他行”，“别人行”或“你们行”，而且要典型，如刘翔、

好男儿某某、贝多芬等;二为“我”，不能写成复数，要联系个人。三

为“他”，突出两者间关系，我要向你学，我不输给你，表达自信与

努力，更可以写出层进感来，如“也行，一样行，更行，将来行”等

等。 

选材为次要。只有空洞议论或抒情是不够的，要有精采的材料来

佐证，而且要典型并具知名度才能说服打动人，如上所举。 

角度为三要。角度的选择宜突出：小、巧。小巧易写透，写生动，

以小见大，以点写面。写三个“你”，不如写一个“你”的三大长处，

再以“我”来对应。 

高考语文高分点睛法 

一、基础知识 

1.错别字：主要考查识记能力。最实用的方法是将常见错别字归

总分类记忆，要注意高中语文第四册附录中的《容易写错的字一览表》

和《容易用错的成语一览表》。备考的重点是别字，注意形近字、音

近字的比较记忆。如“辑拿”的“辑”系“缉”的形、音皆近字，岂

不知，“缉拿”住后是要用绳子捆的。记忆的前提是理解到位。如

“义愤填膺”考的就是“膺”的字形，如果我们知道“膺”的本义是

“胸”，它是身体的一个主要部位，根据造字规则，身体部位的字有

“月”字偏旁，可断定“膺”为正确字形。再如“大有稗益”的“稗”

看偏旁就知道是一种“草(庄稼)”，显然是错误的，应为“裨”。建议

考生自己整理“容易用混用错的字辨析一览表”，注意以音辨形、以

义辨形、以语境辨形。当然，备考时还要进行“字音题”训练，解题

思路与识别字形相同。 

2.成语：正确理解成语在语境中的含义。历年高考成语题主要考

查的是“感情色彩的误用”、“适应对象的误用”、“易混淆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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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掌握成语的确切含义、使用范围和感情色彩。如“拍手称快”是

针对反面人物被处治后发生的，“功败垂成”是差一点没有成功。建

议考生自己每天积累、辨析 1—2 个成语。除了备考成语以外，还要对

重要实词、虚词乃至俗语也要进行专题复习，因为这些内容均属于

“词语”范畴。 

3.病句：辨析病句时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主要考查的类型是

“句序不当”、“搭配不当”、“重复”、“成分残缺”、“不合逻

辑”，没必要搞成“杂糅”再细分。答题时，主要采用句子成分主干

划分法判断“句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的问题。不

合逻辑主要是前面“是否”双向对后面“是”或“否”的单向和关联

词语使用不当的问题。复习时一定要把划分句子主干成分的语法知识

补充学好。 

4.语句连贯：连贯就是话题统一、句序合理、衔接和呼应自然。

答题时要注意看陈述对象(含话题)的一致性、句子前后结构的一致性、

词语前后照应、逻辑顺序恰当。可采用根据语境提示先确定选项首尾

的“观察首尾法”，然后再采用“抽心连贯法”，看哪一语句和首尾

连接最紧密。 

二、科技说明文科技说明文的命题特点：选文——关注自然科学

研究新观点;理解——紧扣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准确含义;分析综合——

注重信息筛选和整合。命题的设计注重整体感知，并运用分析、比较

等手段收集筛选有效信息，进而考查学生处理信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介绍新知识、新观点的材料中必然要涉及一些新的概念和重要的句子。

如果考生不能正确理解这些概念、词语和句子，必然无法准确地把握

文意。这些新概念、重要的句子常常就是命题点。解答有关术语概念

理解、重要词语理解、概括性题目，一定要到原文中找答案，这是解

答说明文题目的基本原则，诸如到文章标题中找答案、到上下句中找

答案、到上下段中找答案、到总结性语句中找答案、到注解中找答案

等。 

三、文言文阅读 1.实词活用和虚词重要用法实词出题一定要在课

内注解中找到原形用法，尤其注重重要实词的引申义，通假字，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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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状语，名词活用为一般动词或使动、意动用法，注意典型的古今异

义词。要关注句式和句式特点，重点关注六种句式中的被动句、判断

句、省略句和四种倒装句——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

倒装。宾语前置基本发生在疑问句和否定句当中，关注命题典型字样

的“之”、“是”提示宾语的作用;定语后置的命题典型字样是“者”;

状语后置命题典型字样是“于”。2.翻译句子句子翻译要先将关键字

词翻译到位(实际上句子翻译的采分点就在一两个关键字词的准确翻译

上)，然后看句式或句序，最后补足省略成分使句子通顺。翻译的总要

求是意思明确，表达通顺。3.筛选文中信息命题时依据文段中描写人

物主要材料，以某个标准(经历事迹、才能才干、品质情操等 )编题

目。从近年高考题目可以看到，文言文考题的分析理解题目有倾向于

现代文出题的新动向，比如分析内容因果关系，佐证前后呼应，修辞

法分析，写作借鉴等，这也是文言命题创新的增长点。4.篇章内容的

理解整体感知类题目，就是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先针对选

项内容到文中去解读大意，对比见正误。 

四、古诗词鉴赏古诗词鉴赏要抓住“诗眼——诗言志，表达的思

想”：“诗意——描写的意象，创设的意境氛围”：“诗情——诗言

情，诗的感情基调”：“诗句——炼字炼句(尤其是名句)，语言文采

的作用”。古诗词鉴赏要找好解题的突破口。从题目突破，明确内容;

从作者突破，了解风格(例如李白之飘逸，杜牧之俊逸;白居易之晓畅，

刘禹锡之清新;杜甫之沉郁，李商隐之奇艳;韩愈之雅素，贾岛之苦涩);

从词语突破，理解句意;从修辞突破，体味意境美;从表达方式突破，鉴

赏艺术技巧;从比较阅读突破，把握思想感情。 

第二篇：高三复习策略 2014 

高三数学（理）复习策略 

高三数学高考复习阶段的教学复习面广、量大，时间紧迫,如何科

学有效的进行高三数学复习，是值得高三数学教师认真探讨的问题，

现谈几点认识： 

—-制定复习计划（包括教学目标，重点、教学过程、教学进度、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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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 2013.9.开始进入高三一轮复习，选择教辅材料是红对勾，复

习内容是以红对勾考点小专题顺序进入复习，一轮复习结束时间是在

大连市双基考试之前结束。2014 年 3 月进入二轮复习，这一阶段是考

生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我们以讲练为主。重点在练字上做文章。综

合卷： 

（1）.高考模拟精华卷十套(2)衡水高中卷六套 

（3）.7+3 综合卷七套（4 信息卷五套。 

五月份进入第三轮复习，也就是查漏补缺以我校学生重点知识即

时再现，教师的考纲为导向核心要求重要命题技能熟，准，快，以练

基础题为主，告知学生哪些卷是重点，如何重复看做过的题。 

二、复习指导 

1.注重基础，教材与教辅有机结合第一轮复习，要求学生准确掌

握概念，公式定理，推理等基础知识，切实落实好课本中典型试题和

课后典型练习题，用课本中学到方法去解决练习册中相关习题，落实

好每次课的作业，使学生能顺利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同时做好每个

单元的跟踪捡测，注重课本习题改造，提升难度，单元测试中出现问

题在月考中强化落实。利用每周集备平台，总结本周需完善的地方，

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布置下周复习内容，试题，练习卷，作业等有关

事宜。 

2.精选习题，提高复习效果 

第二轮复习，是进一步巩固基础知识前提下注重基本方法，数学

思想，有些方法是学生的必修课。数学能力强学生可以发散提升，平

行班的学生以基本方法为主，要求熟、准、快。如：数列中求通项公

式问题，常见有当.n≧2时 An=Sn-Sn-1 .数列中求解元素量问题：要

求学生必须掌握寻找逻辑等式用待定系数法解答，有些规律性东西多

讲解，从多变中寻找规律，让学生知道多一些规律解题。重点内容知

识，重点题型基本解法，专题深化。使学优生能运用数学方法，思想

解决较为复杂的数学问题，提升理解促进掌握。每周练一次选择填空

题型（从 60 分钟--现在 40 分钟）每周周考一套综合卷每次考试全批

改，及时讲解。抓好反馈环节，弥补复习中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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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高三学生参与重要考试主要有大连市组织的双基，一模，

二模，学校组织考试、2011~2013 辽宁真题考试，每次考试试卷讲解

都非常认真，试卷中失分率高而应得分题重点专题练，反复练，教师

抽出一定时间研究考纲，教师重视导向题，及时补漏。 

4 搞好冲刺阶段复习 

冲刺阶段主要是帮扶学生增强自信心，让学生信心满满，我行我

能行，课上有些问题可以让师生通过互动方式共同完成，教师主要是

点拔。本阶段我们作针 

对辽宁省命题共 6 套冲刺卷。 

学生马上要进入考场，一路走来，觉得有些地方还需完善，如师

生互动方面，教材与教辅材料之间互动，处理不理想。 

第三篇：高三语文复习策略的思考 

高三语文复习策略的思考 

——一以贯之抓课本，融会贯通学语文  

教学目标： 

1、了解高三课程复习内容。 

2、掌握高三复习范围和技巧。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进入高三，由于学习时间紧，任务重，考上大学的功利性目的强，

“课本无用论”的思想尤为突出。大多数学生认为，看两遍课本也不

如做一套综合训练题来得实在。其错误根源在于学生没有认识到课本

的妙处，未曾体会到阅读课本的乐趣，更没有真正发掘出课本的价值。

大家知道，无论哪种版本，入选高中课本的文章都是专家精心挑选的

经过时间考验的文质兼美的各类经典作品。因此，在高三复习阶段，

教师的主要任务便是引导学生一以贯之地乐看会看巧看课本；引领着

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开掘课本这座“矿藏”，让学生以课本阅读为

引子，融会贯地学习语文，达到举一反 

三、灵活迁移、运用自如的效果，把“死”课文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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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校的高三复习计划都是分三轮进行，三轮的内容也大同

小异。通常第一轮梳理课本，夯实基础知识。第二轮为专题复习阶段，

把知识点各个击破。第三轮是综合练习阶段，主要训练学生做题速度，

提高学生合理分配时间的能力。这样也便于发现问题，查缺补漏并及

时回扣课本。我个人认为，在三轮复习过程中，课本的阅读要贯穿始

终，而非简单的一轮主攻课本或一、三轮读课本。如何在三轮复习中

高效贯穿好课本的阅读，我的具体做法如下： 

一、一轮复习：重组整合课文，细化学习目标 

进入高三，经过无数次课本复习，大多数学生对课本已经麻木，

失去了兴趣。如何让学生再次燃起阅读课本的欲望，让貌似“烂熟于

心”的课文新起来，成为一轮复习的关键。如果还是按部就班地从一

册到五册再到选修让学生自读一遍，或者让学生跟着老师的节奏稀里

糊涂地过一遍，其效果是形式大于内容。为克服一轮课本复习的枯燥

单调，我先让学生在课下以小组为单位，以课文体 

裁为标准，把必修五册课本二十个单元重新组合编成大的单元，

学生重组整合的结果如下： 

(一)小说阅读单元 包括两篇古代小说《林黛玉进贾府》和《林教

头风雪山神庙》，两篇现当代小说《祝福》和《边城》，两篇外国小

说《老人与海》《 装在套子里的人》。 

（二）散文阅读单元 包括写人记事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小

狗包弟》《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和写景状物散文：《荷塘月色》

《故都的秋》《囚绿记》。 

（三）诗词阅读单元 按时间先后，包括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的诗

歌：《诗经两首》《离骚》《孔雀东南飞》（并序）和《诗三首》唐

代诗歌：《蜀道难》《杜甫诗三首》《李商隐诗两首》宋词《柳永词

两首》《苏轼词两首》《辛弃疾词两首》《李清照词两首》和现代新

诗：《沁园春•长沙》《雨巷》《再别康桥》《大堰河——我的保姆》。 

（四）戏剧阅读单元包括古代戏曲《窦娥冤》中国话剧《雷雨》

外国话剧《哈姆莱特》。 

（五）科普文阅读单元《动物游戏之谜》《宇宙的边疆》《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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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中国建筑的特征》《作为生物的社会》《宇

宙的未来》。 

（六）新闻报告文学阅读单元《短新闻两篇》《包身工》《飞向

太空的航程》。 

（七）演讲词单元《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八）杂文随笔文艺评论阅读单元《拿来主义》《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爱》《短文三篇》《咬文嚼字》《说“木叶”》《谈中国诗》。 

（九）文言文阅读单元包括古代记叙散文：《烛之武退秦师》

《 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古代山水游记：《兰亭集序》《赤壁赋》《游

褒禅山记》古代议论性散文：《寡人之于国也》《劝学》《过秦论》

《师说》人物传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张衡传》古代

抒情散文：《归去来兮辞(并序)》《滕王阁序》《逍遥游》《陈情表》 

重组整合课本完毕后，课本的脉络便会清晰可见，一目了然。按

照他们自己整理的顺序仔细阅读一遍后，学生便会对文学各类文体以

及文学发展史有个 

大致了解，同时也从宏观上把握住了课本。这与高考试卷中各类

阅读试题也挂上了钩，让学生明白，高考不是与课本无关，而是紧密

相连。接着，作为教师要帮助学生细化阅读目标，让学生从微观上吃

透课本。 

我设计了如下三个目标： 

（1）粗读课文，熟悉课文内容。学生按照自己整理的课文顺序，

粗略地阅读课文，回忆课文内容。 

（2）细读课文，画出并记住每一单元每一课的重要的易混易错的

字词、成语，自认为优美的句段，及传诵度极高的名句名段名篇。

“不动笔墨不读书”，要求学生拿出一专门的本子，随时记录。另外

著名的作家生平思想要特别整理一下，便于说话写作时能信手拈来。

文言文阅读中，重要的实词、虚词、特殊句式也要分类整理。 

(3)悟读课文。引导学生品味思考每篇文章写了什么？即文章的主

要内容。作者为什么会写？即作者蕴含于其中的情感。作者怎样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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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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