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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高考语文冲刺复习安排（北京卷） 

 
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中语文教研组 马超 

 

一 北京高考试题分析 

    北京高考语文试卷，总分值 150 分，六大题型及分值划分如下： 

 

 

 

 

 

 

 

 

 

 

 

 

 

1.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考查形式包括七道选择题和一道概括归纳题，难度偏低。得选择题者得语文，非连续性文

本阅读占据全卷选择题的半壁江山，且考查语言基础运用，学生区分度低，做题时尤其注意。 

选择题的选项设计，有以偏概全、无中生有、张冠李戴、主次颠倒、混淆时间、因果混

乱、偷换概念、条件误断、信息遗漏、故意曲解等，与高考英语阅读理解的信息推断题异曲同

工。因为材料多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类文本，选项信息基本都可以在文中找到，回到文中定

位和比较即可。建议先看选项，根据优先级排列带回原文比较的顺序。 

如 2017 年期末的一道题目： 

 

 

 

 

 

 

 

其中的 B、C 选项，因为有“根本上”、“只要……就……”这样表示程度和条件的词

语，很可能是不正确选项，可以优先带回材料比较。 

有的题目，根据选项与题干的逻辑即可选出。如下题： 

 

 

 

 

 

 

 

 

其中 A选项，如果墨子的科学思想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又何至于湮灭？ 

概括归纳题 6分，每则材料至少答出一点。特别注意从开头结尾段寻找答案。 

2. 文言文 

文言文选择题四道，分别为实词选择、虚词选择、语句理解、文意理解，翻译题两道，论

述题一道。 

2.1 实词选择，往往考查古今异义词。介绍方法有三： 

（1）与课内文言文所学结合。如“间路送诚款”，根据课内文言文《鸿门宴》“间至军

中”，可推断“间”为“从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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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入上下文，根据上下文语境和情感态度判断。 

（3）根据现代汉语判断。如“邃于文”，根据现代汉语“深邃”，可推断“邃”可解释

为“精深”。 

2.2 虚词选择，判断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的相同或不同。对文言文基础要求高，高频词“之”、

“而”、“因”、“以”、“焉”等要结合例句勤加练习。介绍方法有三： 

（1）根据虚词后所跟词性判断。如：因+n 与因+v，“因”的用法不同；之+n 与之+n，

“之”的用法不同。 

（2）根据虚词在句中的位置判断。如：故在句首与故在句中，“故”的用法不同。 

（3）将现代汉语替换虚词前后的词，造句。如：以+v，改为“以表达我的谢意”，可推

断“以”的用法为“表目的”。 

2.3 语句理解和文意理解题，带回原文，根据上下文语境比较。 

2.4 翻译题，根据得分点计分，建议直译为主，保证语句通顺。 

2.5 论述题常见为概括归纳，并以局部概括为主。回到原文定位，局部概括根据句号分层，全

文概括寻找观点句。如下题：     

 

 

 

 

 

 

 

 

根据“如是”二字可以推断，答案在“如是”上文的七句话寻找，将七句话翻译并同义合

并，即可得出答案。 

3. 诗歌鉴赏 

诗歌鉴赏选择题两道，分别考查诗句理解、诗歌手法。论述题考查两首诗内容与情感的异

同比较。课内诗文默写 6分。 

3.1 诗句理解题，将选项对应文本位置。常见陷阱：自然环境的氛围、诗人情感、诗句翻译的

无中生有和故意曲解。 

3.2 诗歌手法题，常考手法：动静结合、虚实结合、侧面描写、用典，有时考查诗歌常见意

象。 

3.3 论述题，结合诗歌创作背景、诗题、诗歌意象尽量全面地提取诗歌情感。 

4. 现代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选择题两道，分别考查字音字形字意和文章内容理解。论述题三道，常见题型

为概括归纳题、句子含义题和赏析作用题。 

现代文阅读的论述题难度较高，要求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赏析文章的结构、手法与主

旨。但与文言文、诗歌鉴赏相比，现代文阅读的方法性强，熟悉每种题型的答题角度，从原文

中摘抄和概括即可。 

全文概括题注意把握文章的结构及每段中心句。 

局部概括题注意段内层次、转折词、连词。 

句子含义题注意拆分句子关键词，回到原文解释。 

赏析作用题注意从内容、结构、手法三个方面作答。 

5. 微写作 

微写作是从 2014 年高考开始出现的题型，采取三选一的形式，题目包括生活应用类、抒

情文段、名著人物或文本分析。分值 10 分，字数 180 字以内。其中，抒情文段注意句式整

饬、修辞手法等的运用，名著人物或文本分析注意尽量具体地展现对名著文本的熟悉，并在观

点上设置亮点。 

6. 作文 

6.1 记叙文 

记叙文是以故事情节表现主旨，一则可以从主旨入手，确定深刻的主题。二则可以从故事

情节入手，选取自己熟悉并擅长的题材。 

介绍记叙文主旨选择的两种方法： 

（1）结合社会热点现象，反映对社会的关注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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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系文学永恒的主题，如爱情、亲情、友情、人生意义的追问等。 

介绍故事情节选择的两种方法： 

（1）描写普通人的故事，体现人文精神。 

（2）改写文学人物的故事，体现文学积累。 

6.2 议论文 

议论文近两年常见为任务驱动型，即材料为社会现象或热点事件，以此为明确的指向性任

务，要求写文章谈自己的态度与看法，考查思维的全面与深刻。特别注意：就事论事，不要偏

离材料事件。 

材料中往往会提供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或本身即错，或正确而片面，在分析材料话题时

不要只从一个角度，而是结合不同角度分析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综合得出我们的结论。 

    如下题： 

 

 

 

 

 

 

本题的指向性任务为“人工智能”，材料给出的角度有“人工智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失

业”和“人工智能究竟是人类的梦魇还是契机”，这两个角度在文章中都需要我们回应讨论。 

 

二 知识备考要求 

语文备考看起来不同于数学、物理，没有那么清晰的知识体系，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知识

积累方面注意以下几点： 

1. 课内文言文 

课内文言文与高考文言文的联系相对密切，课内出现的实词、虚词、句式是高考文言文考

查的重点内容。不同的文言篇目，其知识点的侧重也不相同。 

《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知识点相对综合，“之”、“其”、“宾语前置”是复习重点。 

《劝学》中，“而”“焉”是复习重点。 

《陈情表》中，跟官职任命与升迁相关的实词是复习重点。 

《前赤壁赋》《兰亭集序》和《游褒禅山记》中表达的思想是复习重点。 

2. 诗歌 

诗歌不同题材的常见内容与情感是复习重点。 

诗歌中的常见意象与情感的对应关系是复习重点。如：诗人被贬时的作品往往表达怀才不

遇的伤悲，诗人身在旅途或外地，往往表达旅途的艰辛、漂泊的愁苦或思乡之情，“吴

钩”“闻鸡起舞”往往表达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而壮志往往与怀才不遇、归隐之情相联系。 

高考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如杜甫、王维、陆游、辛弃疾，其生平、诗词常见内容、常

见手法、常见情感，需要重点概括和复习。 

诗歌常见的手法，如动静结合、用声音反衬安静、虚实结合、侧面描写、借景抒情等，需

要重点复习。 

3. 热点新闻与社会热点现象 

3.1 2018 热点新闻 

（1）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2）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 

改革开放是四十年前中国面对时代变化做出的应对措施，戊戌变法是一百二十年前中国知

识分子面对时代变化做出的应对措施。两大热点新闻指向 2018 年作文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

的成果与反思；面对时代浪潮，个人如何选择？ 

（3）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寄语青年：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立鸿鹄志，做奋斗

者。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指向 2018 年作文的又一热门话题：青

年的责任。 

2018 年北京各城区一模作文反映了以上三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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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热点现象 

（1）碎片化的时间与碎片化的信息。 

（2）物质至上，人们浮躁地追求成功。 

（3）安全感的缺失与“佛系生活”。 

（4）娱乐至死。 

（5）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复兴。 

（6）工匠精神。 

（7）新四大发明。 

（8）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三 冲刺节奏 

常听人说，语文非一日之功。在文言文、诗歌、作文的语言功底方面，或许如此。但我们

在语文的最后冲刺阶段，还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1）现代文阅读每日一篇练习，做完后对照答案，看看参考答案是从文中何处摘抄，找

到自己定位文本范围的漏洞。 

（2）复习课内文言文，结合课内注释，掌握实词、虚词的意义与用法。 

（3）通过新闻报道、微信公众号文章和笔记，熟悉和整理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观点。 

（4）至迟在考前一周，限时完整做完两份套卷，熟悉考场上做题的节奏和不同板块的时

间分配。 

 

高考，是展现自己的成长与积淀的舞台，祝大家都能做最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