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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备考

2021 年广州市中考语文试题落实

“立德树人”，注重育人功能，聚焦“核心

素养”，助推素质教育，稳中求进，在素

材选择、情境设置、名著阅读以及加强

写作思辨性、激发学生担当精神等方面

都有新的突破，相信2022年的试题会继

续稳中有变，变中求新。

试卷结构整体会保持稳定
全卷满分为 120 分，共 20 小题，另

设有附加题。

各种题型的数量和权重分布情况

如下：第一部分积累与运用，共24分，占

全卷分值的 20%，其中语文知识积累与

运用 16分，占全卷分值的 13%，古诗文

积累与运用 8分，占全卷分值的 7%；第

二部分阅读与鉴赏，共 46分，约占全卷

分值的 38%，其中古诗文鉴赏与阅读 16
分，占全卷分值的 13%，现代文阅读 30
分，占全卷分值的 25%；第三部分写作，

约占全卷分值的42%。附加题共8分。

不同板块

复习重点与备考建议
（一）积累与运用

1. 语文知识积累与运用：字音、字

形题，学生应回归课本，对形近字和多

音字进行整理归纳，坚持音、形、义三位

一体，以音辨形、以义辨形；成语运用

题，不仅要明其义，还要正确理解成语

在一定语境中使用的合理性；病句题，

要积累语法知识、弄清句子结构，提高

综合判断、具体分析和迁移变化的能

力；语言语用题，要熟悉近年来广州考

题的考点，落实各题型的做题方法，根

据题意精准回答。

2.古诗文积累与运用：要在理解诗

文内容和主旨的基础上进行背诵和默

写，不能死记硬背，尤其要做到规范书

写，写正楷字，字迹清晰。

（二）阅读与鉴赏
1. 古诗文鉴赏与阅读：课内文言文

部分，要特别关注重点文言实词、通假

字、词类活用等字词和文言特殊句式的

句子，翻译句子时养成直译的习惯。课

外文言文阅读要活学活用，实现从课内

到课外的迁移。古诗赏析关键是读懂

诗句的意思，体悟诗人的思想感情。复

习时要巧用方法，比如明标题、看作者、

抓意象、懂典故等，还要注重分类整合，

在比较中体会异同。

2. 现代文阅读：信息类文本阅读，

主要考查学生读图、读文、读表的能力，

重点是信息的筛选、提取、辨析、推断、

整合，答题时要根据题意，进行信息的

梳理与整合。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的考

点大致如下：内容概括、结构分析、内容

分析、词句赏析、写法分析、形象分析、

推断想象和点评探究。真正读懂文章

的主旨很重要，答题时，不能概念混淆、

套用术语，表述笼统、用词泛化。以小

说阅读复习为例，第一步初识情节，按

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梳理出小说的

情节；第二步初识人物，明确重点人物

的塑造和次要人物的作用；第三步抓住

时空，明确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主

要人物和主旨的作用；第四步多方联

系，关注小说的标题、环境和一些有意

蕴的语句，理解小说的主旨。

（三）写作
多年来广州市中考作文命题的一

贯指导思想是：不设置审题障碍，要让

学生有话可说、有情可抒，让学生能从

日常生活中发现差距、发现不同，表达

真正有个性的见解与感悟。

考场写作，审题立意是关键。首先

要审清题目中词语的含义，包括其字面

义及引申义、象征义、比喻义等。还要

审清限制要求，如人称、范围等。优秀

作文的立意要求是正确、明确、深刻、新

颖。考场作文只能确定一个主题，不能

游离不定，且要在恰当位置不断表现主

题，还要做到由此及彼、以小见大，以体

现当代中学生的视野和格局。

考场写作，选材很重要。选材要具

备真实、新颖、有典型意义等特点。“真

实”并不是要完全复刻生活，可以根据

文章的需要进行艺术加工。选材要避

免单一化和雷同化，所选材料要能反映

当代青少年的生活、精神面貌以及社会

的真善美，从小事中写出深意，见微知

著。备考冲刺阶段，同学们一定要建立

自己的“作文素材库”，并按照主题进行

分类整合。

生动的描写也能为文章增色。恰

到好处的细节描写能够起到烘托环境

气氛、刻画人物性格和揭示文章主题的

作用，准确生动的场景描写、动作描写

等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

（四）名著阅读附加题
名著阅读着力考查学生的真阅读、

真思考，多读书、会读书、善思考的学生

才能脱颖而出。题目设置有梯度，既考

察学生整体阅读的能力，又考察学生深

度阅读的能力。在初中三年的时间里，

务必通读12本必读名著，熟知每一本书

的内容，在备考阶段还要多本联读，上

下勾连，重点掌握主要人物形象、主要

情节和主旨。答题时，审清题意很重

要，明确需要答什么，再思考怎么答。

如今距离中考只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何复习好中考科目知识、掌握应试策略以考出
理想成绩，是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当前的重中之重。“新中考”下，中考命题理念、考察内容等跟
往年有什么不同？要如何应对？记者邀请到了来自省实、华附等名校的各科名师，为广大考
生解读新中考的新策略、新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考上心仪学校！

数学：重视双基的过关和落实

广州市第五中学

蔡天平

语文：复习巧用方法 考试注重审题

广东实验中学

李蓓蓓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娟 徐绍娜 邓善雯 实习生 廖航

1 夯实基础、强化技能
1.重视双基的过关和落实，首先是

理解、明晰基础知识，其次是重视代数

式运算技能的训练。

2.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提高从题

目中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3.养成及时反思的习惯，积累解题

经验，做题时可以量一量、比一比，但这

不代表可以忽略推理的确认；

4.平时就要不断强化规范意识，养

成规范表达，认真书写的习惯。

2 联系实际、提升素养
“与具体情境融合”是目前数学反

馈评价的新方向，是备考中要关注的

一种新趋势。把问题背景情景化，一

则能凸显数学思辨，二则指向数学交

流，三则能用数学方式解释真实性情

境，引发深度思考。学生需要通过数

学阅读结合生活知识理解实际问题，

进而通过数学思考转化为数学问题，

再运用数学阐释和表达，最终合理地

解决实际问题。

3 综合训练、融会贯通
综合试题几乎涉及初中阶段学习

到的所有核心内容。对学生的直观想

象能力和作图能力以及数形结合、分类

讨论、转化化归等数学思维的要求比较

高，从中可以看到命题者对初高中衔接

内容的重视。

考生要善于利用分点和分题得

分。考生还要善于运用分类讨论思想

和发散性思维，结合多方面的数学知识

点进行多角度思考，创造更大化解决问

题的思维空间以及更多样化的解题方

式方法。此外要加强数学运算能力。

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特别是数形结合、

整体思想、方程思想、分类讨论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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