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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市重点中学高考能力导引》丛书2001年1月问世后，连续5年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为充实完善丛书内容，更好地服务于2006年的高考，我们对《上海市重点中学高考能力导引.语文（最
新版）》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高考能力是报考高校的高中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培养学生的高考能力也是学校素质教育的基
本任务之一。
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组织上海市重点中学的部分资深教师编写了这套丛书，并请特级教师予以审定
。
　　丛书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六个分册，均由四部分
组成。
　　第一部分：高考分析能力导引　　高考能力导引的第一步就是分析考题，培养考生解答考题的能
力。
高考能力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高考能力分析就是依照课程标准和高考要求，通过具
体的例题，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高考进行能力方面的分析，引导考生了解高考需要哪些能力，明确
高考能力目标。
　　第二部分：专题复习分项突破　　分专题研究高考，集中精力分项突破难点，是行之有效的复习
方法，这里所列的专题都是依据课程标准而设计的，着眼于重点和难点，题量适当。
　　第三部分：模拟试题能力检测　　10套左右模拟试题，是从各重点中学精选出来的。
每套模拟试题参照往年，特别是2005年高考试题的题型和题量，并通过例题对高考的发展趋势作出一
定的预测，因此，模拟试题具有很强的实战性，考生通过模拟试题可以检测自己的实际高考能力，从
而及时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挑战。
　　第四部分：试题答案思路导引　　答案部分有思路的导引作用。
也就是说，答案既让学生懂得是这样，也让学生懂得为什么是这样，既有思路的说明，又有能力的分
析，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题答案也有简单的说明，以引导和帮助学生切实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拥有本丛书，就像有了一位不知疲倦的好老师陪伴在身旁一样，可以为复习备考的高中生节约宝贵的
时间。
　　明确高考能力目标，有答题思路和能力导引是本丛书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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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观新世纪以来上海卷的高考语文试题，我们不难发现，高考语文命题的改革正日益鲜明地呈现
出以下三大发展趋势：一是切合课程标准，增加人文内涵；二是坚持能力立意，提高能力层次；三是
引导关注现实，鼓励思辨创新。
　　（一）切合课程标准。
增加人文内涵　　语文的学科性质是什么？
新颁《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明确表述为：“语文是人类活动的重要交际工具，也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中小学语文课程的主要特征。
”它既揭示了语文学科的实用价值内涵——工具性（或语用性），又揭示了语文学科的文化价值内涵
——人文性。
因此语文学科的考试也必须切合语文学科的这一本体特征。
近3年来的上海卷，为了使语文高考真正回归到语文本体的价值轨道上来，一是切合新课标关于“全
面提高学生素养”“增加文化积淀，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的课程理念，增加了试卷的文化含量，突
出了语文试题应有的人文内涵：二是与语文学科的语用性特点相应，提高了语用表达水平的能力要求
。
减少了客观题的题量和分值比例。
　　为了增加试卷的文化内涵，突出人文性，近3年来的上海卷从选材上看，侧重选用文化内涵丰厚
的社科论文或文艺随笔、评论（如：2004年秋考卷阅读第二大题选用现代文为《我看舞蹈美》，2005
年春考卷阅读第一大题选用现代文语段谈的是如何振兴京剧，2005年秋考卷阅读第一大题选用现代文
语段介绍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第二大题现代文阅读材料《回望昨日的感伤》涉及的是对欧洲乃至人
类历史、未来的文化命运的思考），增加了古典诗词的鉴赏，不再考科技说明文；从题型设计看，文
学鉴赏评价类试题明显增加，分值比例相应提高，作文文体放开，可以写散文、小说、剧本（全国卷
甚至突破了以往“诗歌除外”的限制），又如2003年的上海卷作文题《杂》，2005年作文对流行文化
现象的思考议论，写作的人文性取向更显自由、灵活、深刻。
可见增加试题的人文性内涵已是当今语文高考命题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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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册在手，高考不愁　　集名师经验 汇名校精华　　新要求 新思路 新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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