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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上海高考语文学科考试手册))(以下简称《考试手册》)，是根据《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及现行高中语文教材(试用本)内容编制而成的，是上海市高考语文的纲领性文件和命题依据。
近几年，《考试手册》中考试目标已确立不变，即分为识记与理解、分析与综合、鉴赏与评价、表达
运用四大能力板块。
但由于每一板块下所列测量点，在教学与考查要求上表述较为宏观，不便于课堂实际操作，所以我们
于2010年编写了《长宁区高三语文专题复习指南》，作为内部资料供本区高考语文复习使用，受到广
泛好评。
为了进一步提高高三语文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广大师生的要求，我们这次对《复习指南》作
了认真修订，书名也改为《止海高考语文学科考试手册解读(2012版)》。

本书从识记与理解、分析与综合、鉴赏与评价、表达运用四大能力板块中，选择若干重要测量点作为
专题，按以下步骤进行解读：
 一、考试测量点基本含义、考查能力范围辨析
要求准确而简要地解释测量点的基本含义，明确考查的能力范围，使考生对该测量点有清晰的认识。

 二、历年高考典型例题分析
选取高考(春考和秋考)试卷中该测量点的代表性试题，从命题意图、具体要求到答题步骤，作详尽解
析。

 三、解题思路与方法
 在分析例题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一般规律，明确该测量点的基本解题思路和一般解题方法。

 四、训练题
 根据该测量点的考试要求，配置若干自我检测题。

 五、训练题答案等第分析
 设置不同答案等第，便于考生自我检测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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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识记与理解专题
　1．常用词语在语境中的含义
　2．运用汉语语法知识理解文章内容
　3．常见修辞手法在文中的表达作用
二、分析与综合专题
　1．分析词、句、段在文中的含义与作用
　2．分析作品的思路与结构
　3．概括文章要点、段意与主旨
　4．揭示作品写作意图
　5．根据文意合理推断和拓展
三、鉴赏与评价专题
　1．鉴赏作品的艺术形象、表现手法、语言风格
　2．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四、表达运用专题
　1．高考作文的审题立意
　2．高考作文中心的确立和表达
附录　常见文言词法和句式的运用
　词法部分
　句式部分
　阅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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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修辞角度讲，语境义有时指的是比喻中的喻体词语或比拟中的拟化对象。
做解释时要将此类张冠李戴的现象还原，指明是“张冠”而非借戴的“李冠”。
例如长宁区2008学年第一学期高三语文期末抽测试卷：　　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有个大司马叫邓禹
的在今天苏州吴县栽了四棵柏树。
经岁月的镂雕陶冶，这树竟各修炼成四种神态。
解析由于主语为“古树”，所以“修炼”首先必须理解为对“生长发育”的一种拟人化表达；其次，
“修”、“炼”还照应上文“一千九百多年”、“岁月”等词，突出了生长之艰难，故答案作“艰难
的生长发育”。
　　3.词语是文章的语言材料，每一个词语都与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抒发的情感、论证的道理、说明
的事物相关联。
所以从与文段主旨的关系角度讲，阅读时必须透过表面意义把握词语所体现出的作者观点及感情色彩
。
例如上海2004年秋考卷：　　世界报业协会在2003年度总结报告中说，在全球报业表现低迷的形势下
，中国报纸发行量却增长了8.5％，从1997年到2002年5年累计增长30.3％。
解析首先，结合语境，明确本段大意是说明中国报纸发展形势良好，而世界报业的发展形势与之形成
对比关系。
再次，“低迷”的本义是低落不振作，感情色彩偏贬义，故结合前面的判断，可以确定该词是为了表
现全球报业不佳的现状。
因此做答案为“报纸行业不景气”。
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例不够典型，因为严格来讲，“不景气”这个语词表达的就是“低迷”的基本义
，不存在语境义。
　　4.根据具体题目的不同，语境义题型有时需解释一个词语，有时则需解释一个短语。
就语法规则角度而言，我们必须关注词性及短语类型，使自己的解释和作者的意图相吻合。
例如闵行区2009年二模考试卷：　　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就没有生，也从来没有死，因为中国人有
怀念，真诚又深沉的怀念。
而怀念来自人格，人格来自奉献，奉献来自觉悟，觉悟来自天地精神，来自“清明”。
而要参透这个“清明”，则需要昼夜等长、万物复苏相佐。
惟有此时，人们才能生死并参。
而只有生死并参，人们才能留意生死之间的“我”，才能把握生的“清”，死的“明”，才能让灵魂
春色永驻。
解析首先看语境“人们才能生死并参”确定：“参”为动词，理解为领悟、思考；其次，“生死并”
放在动词前，只能做状语，理解为“把生和死放在一起，并列”，从而与“参”一起构成偏正短语；
再次，“参”为及物动词，可根据具体情况补足“参”宾语（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使答案完整。
故答案为“把生和死放在一起来思考它们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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