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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命题趋势确定高考复习方向
冯爱玲

（兰州成功学校，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推动下，需认真研读 2022 年的高考命题导向，引领学生对考点热点的把握，结合近三年高考试题做深度

延伸和拓展，对考点的直接问变化问的仔细甄别，以便精准审题，明确答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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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试》第九期公布了 2022 年的高考命题导向，给考生

们的备考指明了方向，此前教育部在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中，就已经提到高考命题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对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和引导，以后的高考，将会

越来越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无论是数理化还是

文史类的考试，均会设计开放性、灵活性较强的题目。面对 2022

年的高考，后期复习应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下面我以语文阅

读为例，阐述如何应对高考命题的大趋势。

一、同一考点变化考，直接考点变式问

纵观近五年的高考语文试题，对于提高语文学科素养，落实

五育精神，题材中体现这些考点，方式灵活多样，其中之一就有

同一个考点变化考，比如修辞手法的考查，修辞手法常见的有八种，

在历年的高考题中，这个知识点潜移默化，在语言文采和体现作

者的语言风格方面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近几年的高考试

题中，有关修辞手法这一个考点，出现了多种考查方式，下面我

结合高考真题和模拟卷谈谈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修辞手法的考查出现在小说和诗歌鉴赏的选择题当中。

2022 高考模拟题《宋词 少年游》蒋捷，在他的词的上阕中这

样写道：梨边风景雪难晴，千点照溪明，吹絮窗低，唾茸窗小，

人隔翠阴行。14 题、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 

）A 选项：首句描写风吹雪飞之景，渲染凄冷气氛，为全词奠定

了哀婉的情感基调。这个选项理解为把雪比喻成梨花四处飘飞，

学生如果结合语境，“柳絮”“翠阴”就能得出这个季节是春天，

春天时节人站在梨树边，看见的景色应是“梨花绽放似雪飘飞”。

其实解读这一句，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

归京》中的“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组诗句，因为这四句是讲边塞的八月突

然下雪，第二天醒来，枝头上落满了雪花，像那四月的梨花一般，

这句是真正的“把雪比作了梨花”。所以本题的 A 选项没有把这

两种情况区分清楚，如果选错，和没有联系语境有关，本题的答

案应该选 A。那么在 2022 年兰州市一诊试卷的诗歌鉴赏选择题中，

也出现了这种类似这种题型，唐诗《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杜甫作诗，

14 题的选项：“‘皆是蝎，转多蝇 '”两处，运用比喻手法表现诗

人对生活环境的态度。解读这句诗还是要和上下诗文相联系，诗

文的第一联讲到“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意思是

说在阴历的七月六日，天气酷热难耐，连饭都吃不下去，到了晚

上的时候，发愁住的草屋里满是蝎子，而且蚊蝇乱飞，如果考虑

到当时的居住的条件，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因南方潮湿夜间蝎子

多和蚊蝇多应该是常有的，但是选项却说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其

实并没有使用比喻，而是实写生活环境。比喻的使用，要求有本体、

喻词和喻体，而这首诗里面，本体是“蝎子”和“蚊蝇”，但并

没有说“蝎子”和“蚊蝇”像什么，所以说压根儿就没有运用比

喻手法，如果学生对修辞手法辨析的能力比较弱的话，容易误选。

第二，修辞手法的考查，还体现在诗歌鉴赏的主观题上。

2017 年全国卷一《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作者欧阳修，在这首诗

的主观题 15 题，问到本诗的第四句“下笔春蚕食叶声”广受后世

称道，请赏析这一句的精妙之处。解答这道题必须要联系上文，

上文中讲到“群英毕至，贡院里肃穆幽雅，焚起了熏香。颔联重

点描绘举子们答题的情况，举子们入场后没有一点喧闹嘈杂之声，

试题发下后举子们奋笔疾书，一片沙沙的声音，好似春蚕在吃桑

叶。”如果诗歌的题目中带有“赏析”“这一句”或“某联”“精

妙”这样的字样，很显然，这道题让我们回答修辞手法的作用；

如何找见修辞手法，我们理解诗句有“春蚕食叶声”，但前面并

没有出现春蚕，只是出现了考生们，所以我们就要联想到这是指

考生们在考场上下笔书写的“沙沙声”好比“春蚕食叶声”，所

以我们就可以肯定有本体“下笔声”喻体“食叶声”，二者之间

有相似点，连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明喻关系，于是就构成了比喻，

至于后面要回答比喻的效果，那我们就驾轻就熟了。所以诗歌鉴

赏中主观题考查修辞手法，题目中是有暗示的。所以答题的关键

在于仔细审题，方向明确，答题正确率在 90%，方向大于努力。

第三、修辞手法的考查在小说的主观题上更隐蔽。

比如 2022 年兰州市一诊试卷小说《如果大雪封门》中的第八

小题，问到简要分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点。文中画线句有这

样一句话，“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考语言特色和语

言风格不同，所以既然是特色，我们就要读出这一段中有特色的

地方，这一句把“夜空”赋予了人才有的情态“忧伤”和“沉郁”，

所以答案上我们可以写上非常有价值的一条，那就是“运用了拟

人手法，将夜空赋予了人的情态，体现了主人公心情的忧郁”。

第四、修辞手法考查的最大变化体现语言实际运用中。

在 2021 年全国甲卷和乙卷中都有涉及，全国甲卷考查的是文

中画波浪线处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请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

这一考点的导向就是让学生回归对语言文字运用、文采、修辞手

法的理解和评价。对修辞手法的变式考查到对于句子表达效果的

理解。如“不但可以仰天游泳，纵览两岸，还可以观停随意，从

容漫步”。这样的句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上下两句，两两相对，用

词典雅，富有文采。如果换成散句，表达效果则完全不同。还有

一种考法是在写景当中有这样一句，“简直是以桥为安，骑在一

匹河的背上”，题中这样分析，比拟就是把一个事物当作另外一

个事物来描述，说明已收到特有的修辞效果，请据此对文中画横

线的句子所用的比拟进行简要分析。这个题目好在已经点明了是

比拟的手法，但是我们要区分出它是如何比拟的，这对学生来说，

区分比拟手法分为拟人和拟物较容易，然而要结合文本分析作者

为什么要这样写？这就有难度了，明明人在桥上走，却说成是“骑

在一匹河的背上”，那么当我们结合语境理解后，就知道把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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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的动作，用于“河”，使人在桥上的静止动作有了强烈

的动感，这样也就使“河”呈现了生命感。那么，这样的用词用

句来表达，不是更加生动形象，而且引发读者的联想吗？在后期

的八省联考卷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一一捡起，轻抚那些粉红的、

淡黄的、紫艳的、洁白的生命，它们如灵莹的蝴蝶，在我掌上颤动”。

因着这样的美文，我们就要加强对于比喻修辞手法的理解，以及

上下文中所体现的作者对于岁月的感慨，对生命中鲜活的记忆和

深情。对修辞手法的理解和运用，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文字修养，

唤起生动的意象，使语言文字更加生动活泼，有些修辞使用比较

委婉，让我们有辩证性的思考。我们更要认识到修辞手法在语言

实际运用当中的考查，能进一步加强同学们对于最基础知识的一

个落实，落脚如果落到实处了，我们的语言表达，包括写作会更

加增强文采，而且为我们的作文抹上一笔亮色。

同一个考点变化考，无论是怎样考，是探究型还是开放性的

题目，其主要的考点依然落在学生的理性思维上，考生进入题目

可能比较容易，但是会发现解题的方法很多，路子很宽，但会越

走越窄，越来越难，因为必须要精准答题，每一问都可能会拦住

一批考生。只有最优秀的才能走到底，所以用变化考的形式考察

出考生的思维穿透力。要求考生能够排除干扰，小中见大，透过

表面看本质，透过考点切中要害。

二、以陌生的题目考熟悉的知识

第一、文学作品考点频闪。

如近期模拟卷中 南宋张镃曾这样评价杨万里：“目前言句知

多少，罕有先生活诗”，是说杨万里诗作师法自然，饶有活趣，

融通情思，如何理解这一观点？请结合本诗尾联进行分析。这个

题目初读较为深奥艰涩，但仔细读题，可理解“目前言句知多少，

罕有先生活法诗”的意思即杨万里诗作是师法自然，饶有活趣，

融通情思。这个观点说明了杨万里诗歌的特点：善于观察自然，

捕捉生活中的细节，鲜活有趣地抒情言志。联系到日常生活中“爬

沙螃蟹”“行走神速的良马”，“水中的野鸭”即知诗人取材生

活中我们熟知的事物，形象生动，需要我们联想，由此不难解读

出诗人借物抒怀，抒发了对友人的赞美之情以及自己不甘平庸、

积极进取的高远志向。所以用熟悉的事物来推导陌生的问题，也

是高考出题的套路之一吧。

我们比较熟悉的 2018 年全国一卷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赵一

曼女士》这篇小说的第九小题这样问道，“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交

织穿插，这样叙述方式有哪些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而

这种关系性的题目，在 2019 年全国一卷的《理水》当中也有这样

的问法，《理水》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请从“故

事”与“新编”的角度解析本文的基本特征。那么在 2018 年的全

国三卷中，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微纪元》中，第九小题是这样问道，

结合本文谈谈科幻小说中“科学”与“幻想”的关系。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归教材吧。因为教材是万变不

离其宗的“宗”，是追本溯源中的“本”和“源”。在教材《祝福》

当中，课后的研讨训练有这样一道题，鲁迅小说《祝福》的叙述

方式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我们先从叙述方式来分

析，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和并叙五种。而这篇小说运用的

主要方式是倒叙和顺叙。 所以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

确指出倒叙和顺叙相结合，然后回答祝福的开头运用倒叙的手法，

设置了悬念，引领下文，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文章交代了女

主人公祥林嫂面对濒死的命运提出了对鬼神的疑惑，实际是对封

建统治意识的疑惑，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以此设置

悬念，为全文解答这一悬念埋下了伏笔；其次围绕鲁四老爷家的

几次祝福，追叙了祥林嫂不幸的命运，交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使读者对祥林嫂的命运有了清晰的认识。再次倒叙和顺叙相结合，

叙述方式灵活多样，使读者获得了独特的艺术享受。

当我们把教材的问题理解清楚了，然后我们看一下高考题，

它是如何考这五种叙述方式的。所谓“历史”，所谓“幻想”，

所谓“新编”，都是对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叙述方式，仅是叙述方

式的不同。

第二、语用题中再次创新

陌生的题目考熟悉的内容，也表现在固定题型会变化到其他

的知识点上，比如刚刚结束的 2022 年的全国乙卷，第 18 题语言

文字运用，却问到“文中画横线的两处都由三句话并列而成，但

第一处主语‘我’只出现一次，第二处主语‘你’再三出现，二

者的表达效果有什么差别？请简要说明”。而这个题的问法最早

出现在 2017 年林徽因的散文《窗子以外》，文中的第九题这样问

道，文中‘你’和‘我’穿插使用，表达效果有怎样的不同？多

么熟悉的题型却考在了陌生的语言运用领域，多么不可思议又在

情理之中。

三、考查思辨让思维具有穿透力

高考是国家性的考试，在思想的高度和宽度要求一致的情况

下，注重根基、根源，命题的导向贴近实践热点，贴近考生的生活，

体现哲理思辨内容。因此，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022 年的高考发布会总结了语文高考的命题重点。其中特别强调

关注学生的未来学习、生活、工作能力以及素养。

2022 年全国乙卷作文题，以双奥之城两次奥运会统计图表为

材料，以“跨越，再跨越”为主题写一篇文章。从思想内核来看

是在预料之中，然而从命题技巧来看却出人意料，青年的精神成

长，青年的责任感、使命感或者青年的时代担当，这是每年高考

作文题的思想内核，也是拉开区分度的试金石，本次作文通过展

示我国跨越式的发展，也见证了你从懵懂儿童向有为青年的跨越，

如果换成‘你’的角度，等于说过去的十四年，你能感受到国家

的强大；现在你长大了，将为民族复兴做贡献，你将与我们的祖

国一起继续跨越，这不正是呼唤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青年

的时代担当精神吗？结合自身，让自己融入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

表达出你的感受和思考，只要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思考，

那么你绣口一吐，不敢说是半个盛唐也可以说是有模有样的好文

章。而且文章的主题的硬要求，只能是跨越再跨越，跨越再跨越，

不能只是说国家，必须把自己融进去，因为这样更能考验青年人

的眼界、胆识、格局、胸怀。

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除了注重知识的迁移和拓展延伸，

更要培养学生的思维穿透力，要求学生能够排除干扰，小中见大，

透过表面看本质，新高考的改革背景之下，考生们想要在高考里

脱颖而出，就需要掌握同一考点变化考，直接考点变式问的规律，

掌握“以生考熟”的特点，让考生运用理性的思维，解读中华

五千年的文字密码，这些正是你逆袭的绝佳机会，面对高考也能

迎刃而解，驾轻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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