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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教育部 “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部署，２０１２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四川省仍采用自主命题形式，考查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为帮助四川考生了解试卷结构、题型等具体要求，《高

考指南》编委会组织编写了 《２０１２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的

说明 （四川版）》（以下简称 《考纲说明》）。

《考纲说明》参照教育部考试中心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的说明 （２０１２年版）》编写而成，以服务四川考生为宗旨，例题解析绝大部

分选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真题，对教育部

考试中心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做出了切合我省高考自主命

题特点的解读。《考纲说明》全书分文、理科编排，文科含语文、数学 （文）、

英语、文科综合四科，理科含语文、数学 （理）、英语、理科综合四科，各科

附参考试卷，以备考生准确理解考纲考点、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考纲说明》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教育部考试中心领导的亲切关怀与悉心指

导，得到了四川省内各学科指导委员、教研员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汇聚了有关

专家学者的宝贵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向参与 《考纲说明》研

究和编审工作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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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关于考试要求的说明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

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

优录取。因此，高考应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试能力要求

高考语文考查的能力可分为五个方面，它们是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和鉴

赏评价，这五种能力正好由低到高形成一级级台阶，其中，最高一级应用和鉴赏是并列

的。因此，我们也称之为五个能力层级。其表述如下：

Ａ．识记　指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

Ｂ．理解　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

Ｃ．分析综合　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

力层级。

Ｄ．表达应用　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

表达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Ｅ．鉴赏评价　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

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对Ａ、Ｂ、Ｃ、Ｄ、Ｅ五个能力层级均可有难易不同的考查。

为什么要分五个能力层级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对这个问题作一简

要的分析。

首先，将语文的能力划分为五个能力层级是高考命题的一个创举。在以往的语文教学

中，我们对语文能力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如 “听说读写”，如 “了解”、 “掌握”等等。

“听说读写”是一个大的范畴，什么是听的能力？什么是说的能力？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这对于教学人员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教学上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而 “了解”、

“掌握”这一类要求也是模糊概念，到什么程度才算了解？掌握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同

样也给教学带来了困难。为了解决高考中能力考查的合理性问题，命题者首先在考试大纲

中提出了能力层级的概念。能力层级是将学习和考试中所涉及的学科能力因素进行分解，

得出在各项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合而成。也就是

说，一个科目中的学习能力因素是分散的、多方面的，有些能力还互有交叉，这就不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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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掌握。高考语文科能力的划分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五个能力层级，识记、理

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鉴赏评价依次排开，既反映了学科能力的主体，同时又清晰明

了，使学习者易于掌握。

其次，语文的能力层级明确了各层级能力之间的关系。在五个能力层级中，识记是最

基本的层级，它的主体内容是在语文学习中那些需要记忆的知识，如字的读音、字形、文

学常识以及名句名篇等内容，这些知识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语文功底，是应用中必不可少的

内容。理解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指的是在阅读时能领会文章的内容或文句

的含义，并能作出解释。分析综合则是在识记和理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层级，它

是指在阅读中能够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文章的内容。表达应用指的是语言应用方面的能

力，包括对句子和整篇文章的驾驭能力，它是在前三种能力基础上，在表达方面发展了的

能力层级。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它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

基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以上各能力层级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

已明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高一层级的能力包含了对低层级能力的要求，也就是说，高

层级的能力不是架空的，它是从低层级能力发展而来的。比如，我们在鉴赏文学作品时，

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文化知识背景，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解和分析综合能力，在此基础上，

再来表达我们对作品的艺术价值、思想内容和情感的认识与评价。

既然高层次的能力包含了低层次的能力，那么在考试中只考高层级的能力是否可以

呢？这涉及考试区分和学习过程两方面的原因。考试的目的在于检验和区分，只考高层级

的能力很难反映出学生学习上的差异。我们应该承认学生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如果不做层

级的区分，这个差异是很难体现出来的；从学习的过程来看也是这样，学习知识，掌握能

力都是从低层级开始的，就像盖楼房一样，不可能先从高层盖起，给出不同的层级便于我

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

语文能力层级的划分，为我们学习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

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其含义，从而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学习那些有益的知识，有意识地加

强能力的培养，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及相应的能力层级如下：

（一）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

能识记基本的语言知识，掌握常见的语言表达技能。

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在考查目标上没有变化，要求仍然是着眼于语言的运用，要求考

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考名词术语。其具体要求如下：

１．识记Ａ
（１）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

语音的考查只要求识记字音而不要求拼写。从试题看，这一项内容的考查重点不在声

调上，范围也以常用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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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２００６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１题：

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Ａ．模
獉

样 （ｍó）　　　疲惫
獉
（ｂèｉ）　　　濒

獉
临绝境 （ｂīｎ）　　　并行不悖

獉
（ｂèｉ）

Ｂ．麻痹
獉
（ｂì） 包庇

獉
（ｂì） 心潮澎湃

獉
（ｂàｉ） 步履蹒

獉
跚 （ｐáｎ）

Ｃ．贮
獉

藏 （ｚｈù） 鞭笞
獉
（ｃｈī） 瞠

獉
目结舌 （ｃｈēｎｇ） 解

獉
甲归田 （ｊｉě）

Ｄ．畸
獉

形 （ｊī） 机械
獉
（ｊｉè） 破绽

獉
百出 （ｚｈàｎ） 伺

獉
机报复 （ｓì）

【答案】Ｃ
【说明】本题重点考查考生对现代汉语普通话字音的正确识记，即辨识词语中误读的

字音。

２００６年四川卷语音试题给考生提供了需要辨识读音的汉字的汉语拼音注音，要求考

生根据给出的词语来辨识其中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试题选择的均为常见或比较常见的词

语，其中考查读音的汉字也不冷僻。此外，２００６年试题考查的普通话字音，均为声母或

韵母容易读错的字，不涉及声调问题。

本题的正确选项为Ｃ项。Ａ项中 “模样”的 “模”应读 “ｍú”，Ｂ项中 “心潮澎湃”

的 “湃”应读 “ｐàｉ”，Ｄ项中 “机械”中的 “械”应读 “ｘｉè”。这道题主要考查容易误读

的多音多义字、形声字以及四川人容易读错的普通话字音 （如 “澎湃” “机械”等）。从

２００６年高考测试结果来看，考生得分情况不好，考生对有的词语中的汉字读音不能正确

识记，一方面是试题偏难，一方面也反映出我省考生这方面比较薄弱的现状。
【例２】２０１０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１题：

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每对的读音完全相同的一组是

Ａ．皱
獉

纹／骤
獉

然　　　　杀戮
獉
／山麓
獉
　　　　琼

獉
楼玉宇／群

獉
龙无首

Ｂ．挟
獉

制／偕
獉

同　　　　竹笋
獉
／损
獉

失　　　　柳
獉

暗花明／扭
獉

转乾坤

Ｃ．肋
獉

骨／擂
獉

台　　　　嗟
獉

叹／街
獉

道　　　　追根溯
獉

源／素
獉

昧平生

Ｄ．游泳
獉
／踊
獉

跃　　　　祝贺
獉
／豁
獉

达　　　　倾
獉

家荡产／轻
獉

装简从

【答案】Ｃ
【说明】本题考查现代汉语普通话字音的正确识记。能力层级为Ａ级。

本题给考生提供了四川人容易读错的四组词语，每组中都有三对读音相近的加点字，

要求考生辨识其中三对加点字读音完全相同的一组，目的是为了引导中学重视推广普通话

的工作。试题中所选的加点字，全部是常见或比较常见的字，均为声母或韵母容易读错的

字，不涉及声调问题。

本题词语正确读音如下：

Ａ项，皱纹ｚｈòｕ　ｗéｎ／骤然ｚｈòｕ　ｒáｎ　杀戮ｓｈā　ｌù／山麓ｓｈāｎ　ｌù
琼楼玉宇ｑｉóｎｇ　ｌóｕ　ｙù　ｙǔ／群龙无首ｑúｎ　ｌóｎｇ　ｗú　ｓｈǒｕ
Ｂ项，挟制ｘｉé　ｚｈì／偕同ｘｉé　ｔóｎｇ竹笋ｚｈú　ｓǔｎ／损失ｓǔｎ　ｓｈī
柳暗花明ｌｉǔ　àｎ　ｈｕā　ｍíｎｇ／扭转乾坤ｎｉǔ　ｚｈｕǎｎ　ｑｉáｎ　ｋūｎ
Ｃ项，肋骨ｌèｉ　ｇǔ／擂台ｌèｉ　ｔáｉ嗟叹ｊｉē　ｔàｎ／街道ｊｉē　ｄàｏ
追根溯源ｚｈｕī　ｇēｎ　ｓù　ｙｕáｎ／素昧平生ｓù　ｍèｉ　ｐíｎｇ　ｓｈēｎｇ
Ｄ项，游泳ｙóｕ　ｙǒｎｇ／踊跃ｙǒｎｇ　ｙｕè　祝贺ｚｈù　ｈè／豁达ｈｕò　ｄ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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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家荡产ｑīｎｇ　ｊｉā　ｄàｎｇ　ｃｈǎｎ／轻装简从ｑīｎｇ　ｚｈｕāｎｇ　ｊｉǎｎ　ｃóｎｇ
（２）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

“现代汉字”指现代汉语用字。
“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包括区分形近字、同音字，不写错别字等，是语言运用的基

本功。
【例１】２０１０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２题：

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Ａ．驰援 万户侯 明察秋毫 急风劲草

Ｂ．规矩 流线形 歪风邪气 通宵达旦

Ｃ．催眠 及时雨 寸草春辉 防患未然

Ｄ．签订 护身符 屈指可数 语无伦次

【答案】Ｄ
【说明】本题重点考查考生对现代汉语字形的正确识记，即辨识词语中出现的错别字。

能力层级为Ａ级。

本题只要求考生在每组四个词语 （包括成语）中找出没有错别字的一组。词语中既有

双音节词，又有三音节词，也有四字成语。有错别字的各组中只包含一个错别字，这些错

别字是容易出错的现代常用汉字。而且，其他没有错别字的词语中也都隐含了容易写错的

字，加上把容易混淆的词语对比排列，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干扰性和选择难度。

Ａ项中的 “急风劲草”的 “急”应为 “疾” （猛烈），该成语意为：在猛烈的大风中，

只有坚韧的草才不会被吹倒。比喻在大风浪或艰苦危急之中，只有立场坚定、意志坚决的

人才经得起考验。Ｂ项中的 “流线形”应为 “流线型”， “流线型”前圆后尖，表面光滑，

略像水滴的形状。具有这种形状的物体在流体中运动时所受阻力最小，所以汽车、火车、

飞机机身、潜水艇等的外形常做成流线型。Ｃ项中的 “寸草春辉”的 “辉”应为 “晖”
（阳光），该成语意为：小草微薄的心意报答不了春日阳光的深情。比喻父母的恩情，子女

难以报答。
【例２】２０１１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２题：

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Ａ．胳膊 破天荒 墨守成规 卑躬屈膝

Ｂ．骨骼 副作用 囤积居奇 以逸代劳

Ｃ．彗星 挖墙脚 鸠占雀巢 在所不惜

Ｄ．慧眼 吓马威 星罗棋布 铤而走险

【答案】Ａ
【说明】本题考查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即辨识词语中出现的错别字。能力层级为Ａ级。

本题考查考生现代汉字识记的能力，旨在引导中学教育重视学生现代汉字的识记，为

学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题要求考生在每组四个词语 （包括成语）中找出没有错别

字的一组，词语中既有双音节词，又有三音节词，也有四字成语。有错别字的各组中只包

含一个错别字，这些错别字是容易出错的现代常用汉字。而且，其他没有错别字的词语中

也都隐含了容易写错的字，加上把容易混淆的词语对比排列，使试题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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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性。

Ａ项的词语，书写的字形全部正确。Ｂ项，“以逸代劳”应为 “以逸待劳”。“以逸待

劳”指作战的时候采取守势，养精蓄锐，等待来攻的敌人疲劳后再出击。Ｃ项， “鸠占雀

巢”应为 “鸠占鹊巢”，“鸠占鹊巢”又作 “鹊巢鸠占”，比喻强占别人的房屋、土地、产

业等。Ｄ项，“吓马威”应为 “下马威”，“下马威”原来指官吏初到任时对下属显示的威

风，后泛指一开头就向对方显示的威力。

２．表达应用Ｄ
（１）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在实际运用中存在比较多的问题，甚至在新闻报道、学校教材等正式的书面

材料中，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比较混乱，因此在高考中考查标点符号的用法确有一定的困

难。不过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先后多次正式颁布了作为国家标准的 《标点符号用法》
（国家出版总署于１９５１年９月，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于１９９０年３月，国家技术监督局

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先后颁布），因此标点符号也是有 “法”可依的，至少有些最基本的规定

还是需要严格遵守的，这也正是出这类题目的依据。试题中出现的正确和不正确的标点符

号用法都是比较明显和没有什么争议的。高考对于标点符号的考查，一般带有较高程度的

综合性和技巧性。
【例题】２００４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Ⅱ卷第５题：

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句是

Ａ．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将分三步实施：一是 “绕”，即卫星绕月飞行；二是 “落”，即

探测装置登上月球；三是 “回”，即采集月壤样品返回地球。

Ｂ．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自行建造的国产化商业核电站 “秦山第二核电厂”的２号

机组核反应堆首次临界试验获得成功，将于年内并网发电。

Ｃ．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人口的猛增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垃

圾不断增加，“城市垃圾处理”已成为环境保护的一大难题。

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正式确立了：“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由各级政府负责

治理；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
【答案】Ａ
【说明】本题重点考查考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

正确选项是Ａ。其中引号 （标示特殊含义的词语 “绕”、“落”、“回”）和逗号 （句中

的小停顿）当然都没有问题。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冒号和分号的用法在这句中也是正确

的。句中的冒号就是前述的提示性用法，即用在概述性的语句之后，在提示解释性或分述

性的下文之前。分号主要是用在复句内部的并列性的分句之间，这句中的 “一是……”、
“二是……”、“三是……”，符合这个条件，句子也相对复杂些，所以三个分句之间应该是

用分号。Ⅱ卷其他几句的标点符号用法都有不恰当的地方。比如Ｂ句的问题在于：“秦山

第二核电厂”既非引文，也非着重论述的对象，更不是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所以这里不能

用引号标示，至少是没有必要加上引号。Ｃ句的问题有两处：一处是像 “城市垃圾处理”

这样的普通词组，同样没有必要加上引号。另一处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

扩大，人口的猛增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垃圾不断增加”一句中的几个停顿处全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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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号似也不妥，介词 “随着”后面作为介词宾语的四个并列词组之间最好都改用顿号 （以
及 “和”），“随着……”词组最后面再用逗号，这也可以使得介词词组与后面的主要句子

“城市垃圾不断增加”相区别。由于这句话中 “城市垃圾处理”或许有人会认为是特殊含

义的词语或专有名词而可以加引号，因此试题才设置了两处错误，考生只要发现其中任何

一处，就可以判断该句是标点符号使用不恰当的。Ｄ句的问题主要在于：“确立了……的

原则”是一个动宾词组，其中 “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由各级政府负责治理；人为因

素引发的地质灾害，谁引发谁治理”这个句子只不过是宾语的中心语 “……的原则”的定

语 （从句），根本不是 “确立了”的引述语句，因此 “确立了”后面就不能使用冒号 （该
处不能用任何标点符号）。

（２）正确使用词语 （包括熟语）
“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正确理解词语 （包括熟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能根据语

境正确使用词语 （包括熟语）等。其中不仅有词语 （包括熟语）使用是否正确的问题，还

有是否使用得更好的问题。
【例１】２００９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３题：

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Ａ．这几位大学毕业生虽然工作经验欠缺，实践能力不足，但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

下，他们决心自主创业，牛刀小试
獉獉獉獉

，开创一番新事业。

Ｂ．阳春三月的一天早晨，宜宾合江门广场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一位年逾花甲的

老人在广场上表演太极拳，引来无数行人侧目
獉獉

观看。

Ｃ．２００９年５月９日，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李文华老人溘然长逝，这让他的老搭档姜

昆深感失之交臂
獉獉獉獉

，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Ｄ．林和靖 “梅妻鹤子”，隐居杭州孤山，固然
獉獉

很清高，但也要写出 “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绝唱，才能成为名人。
【答案】Ｄ
【说明】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
“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正确理解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并能根据语境正确使用词

语并判断如何使用词语最恰当。正确使用实词包括正确理解实词词义和辨析近义实词，其

中正确理解实词词义是正确使用实词的基础，要了解词义的轻重、范围、发展，词的基本

义、引申义、特别义，词性，词的褒贬色彩、用法、使用对象和语体的差别等。辨析近义

词，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根据词语的具体功能，做到 “求同”、“辨异”，也就是找出近义

词的 “共性”和 “个性”来，才能增强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正确使用虚词，主要

是指正确使用关联词语 （包括连词和一部分介词、副词）和助词。考查正确使用虚词，可

以给句子指定位置选定恰当的虚词，或者判定句子虚词使用的正误，也可与实词搭配考

查。其中选择恰当的关联词主要是考查对复句各分句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对介词

和副词的考查主要是考查对句子的内部结构、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句中概念间的关系的理解

和把握情况。对使用虚词的题目，我们要通读全句，整体感知，认准关键，准确把握，也

可以造一些结构相似的句子来分析它的正误。对虚词的考查，表面考查的是 “混用、误

用、搭配不当”等问题，实际考查的是对句意的理解和把握。因此，虚词的正确使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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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语境，搞清句子的逻辑关系，在深入把握语境上下工夫，在阅读感悟的深层次理解上

下工夫。总之，选用词语，一看前后语境，二看词语细微差异。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

的简洁精辟的定型短语，一般由四字构成。对成语使用的考查常在以下易错点上：望文生

义、褒贬不当、错用对象等。成语使用是多年来高考语文的必考点，不过２００９年四川语

文卷在这一考点上有了新的变化。

本题考查的词语中，既包括了四字成语，又包括了双音词，两个双音词里一个实词、

一个虚词。类型丰富多样。在保持试题与往年试题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这一考点有了一定

的变化。这种变化符合 《考试大纲》的相关要求，对引领中学语文教学具有积极意义。实

际上，遣词造句，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如果每

年对这一考点只限在考查成语的正确使用，而对其他词语使用不加以考查，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遗憾。因此，２００９年四川高考语文卷在考纲规定的范围内扩大考查的范围，这有利

于全面考查考生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本题Ｄ项所选语句出自我省高中目前所用语文课本

第三册第四单元 《漫话清高》这篇课文。这对中学语文教学感受和品味文本的语言提出了

要求，那种不注重文本语言的感受和品位的做法是应当坚决摒弃的。这道试题中的加点词

语在理解上容易望文生义，带有比较大的迷惑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干扰性和选择难

度。

本题正确选项是Ｄ项。Ａ项中的 “小试牛刀”比喻有很大的本领，先在小事情上施展

一下。而句中用 “牛刀”来形容工作经验欠缺和实践能力不足的大学毕业生并不恰当，用

“小试”来形容自主创业和开创一番新事业也是不恰当的。Ｂ项中的 “侧目”指不敢从正

面看，斜着眼睛看，用来形容畏惧而又愤怒。行人观看欣赏路边老人的太极拳表演时，他

们的心情不应该是畏惧和愤怒，故用 “侧目”来形容是不恰当的。Ｃ项中的 “失之交臂”

形容有了机遇又当面错过，不能用来形容痛失相声表演的搭档。Ｄ项中的 “固然”表示承

认某个事实，引起下文转折。这个连词用在Ｄ项句子中是恰当的。
【例２】２０１１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３题：

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Ａ．我刊以介绍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为主，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融知识

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欢迎广大读者到各地邮局征订本刊。

Ｂ．官府的横暴和百姓的苦难，深深刺激着杜甫的心灵，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下的

“三吏”、“三别”，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Ｃ．在岗位技术培训之后，小李成为了生产明星，２０１０年，他完成的全年工作量超过

规定指标的百分之四十，获得了所在企业的嘉奖。

Ｄ．九寨沟之奇，奇在水，奇在云，奇在雾，奇在乍晴乍雨，波光云影，色彩斑斓，

如梦如幻，不由得不让人惊叹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答案】Ｂ
【说明】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Ｄ级。

使用词语的能力能够从一个方面反映考生基本语言知识的积累和语言表达技能的发展

状况。本题考查的词语中，既包括了四字成语，又包括了实词和虚词在内的双音节词语。

所考查的词语类型丰富多样，在保持试题与往年试题的稳定性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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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对这些词语在理解上容易望文生义，带有比较大的迷惑性，使试题具有必要的区分度

和适当的难度。

Ｂ项，“悲天悯人”的意思是哀叹时世的艰辛，怜悯百姓的痛苦。此句前文说 “官府

的横暴和百姓的苦难，深深刺激着杜甫的心灵”，后文讲 “他以……的情怀写下的 ‘三
吏’、‘三别’，……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显然，这个成语在这个句子中使用是恰当的。

Ａ项，“征订”的意思是 “征求订购”。这个词语只能用于表达 “刊物征求读者订阅”的意

思，对于读者而言是 “订阅”。显然，这个词语用于Ａ项是不恰当的。Ｃ项，“超过规定指

标的百分之四十”中的 “的”使用不当。此句前后语境告诉我们， “小李成为了生产明

星”，“获得了所在企业的嘉奖”。显然，这些信息表明２０１０年，小李全年工作量超过了规

定指标。由于 “规定指标”和 “百分之四十”之间有 “的”，这个句子表达的意思就自相

矛盾了。因为 “超过规定指标的百分之四十”，相当于完成了规定指标的四成，这里的

“的”字必须删去。Ｄ项，“巧夺天工”的意思是精巧的人工胜过天然，形容技艺极其精

巧。这个成语只能用于形容人工的精巧，而Ｄ项用 “巧夺天工”来形容九寨沟的自然风

光，显然是不恰当的。
（３）辨析并修改病句

病句类型：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

辑。这一项内容的考查可以用客观性试题，也可以用主观性试题。辨析病句的考查一般使

用客观性试题，修改病句的考查一般使用主观性试题。
【例１】２００９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４题：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Ａ．这位曾经驰骋乒坛的名将已经回到祖国，现就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从事运

动医学的教学与研究，为国家的体育事业贡献他的力量。

Ｂ．参加研制神舟七号飞船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人

民的热切关注中，经过不懈努力，神舟七号飞船终于成功发射。

Ｃ．西班牙将投资８．２亿欧元，在我省建立世界上最大并最具竞争力的硅金属工厂，

其生产能力、技术手段和产品质量，均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Ｄ．去年六月以来，成都市锦江区的廖先生和两位朋友多次去灾区送温暖，迄今为止，

他们共走访了二十多个社区、近四百户家庭和三千多公里路程。
【答案】Ｃ
【说明】本题重点考查考生辨析结构性病句的能力。
《考试大纲》要求考查的病句类型分为６种：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

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语序不当”包括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颠倒，多项定语

语序不当，多项状语语序不当，定语和状语错位，把状语放在定语的位置上，关联词语位

置不当，主客颠倒，分句位置不当等。“搭配不当”指句子成分间或词语间在意义上、习

惯上、逻辑上搭配不当，主要包括：主谓搭配不当，主宾搭配不当，动宾搭配不当，修饰

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关联词语搭配不当，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等。 “成分残缺或赘余”

中的 “成分残缺”是指句子结构不完整，缺少必要的成分，如缺主语，缺谓语，缺宾语，

缺少必要的附加成分，关联词语残缺等，而 “赘余”则是指一个意思用重复累赘的几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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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来表达。“结构混乱”包含句式杂糅、语句粘连。句式杂糅是把能表达同一个意思的不

同句式掺杂在一个句子中，语句粘连是把前句的后半部分强行作了后句的开头，把两句话

不恰当地合成了一句话。“表意不明”就是句子表达的意思不清楚，不明了。其表现主要

有二：一是歧义，即一句话具有多种理解，从而表意不明；二是指代不明。 “不合逻辑”

包括使用概念、使用判断和使用推理三个方面。使用概念的病句包括概念不准确、种属概

念并列不当、分类标准不一致和偷换概念。其中使用判断的病句包括判断不符合实际、前

后不对应、前后矛盾、否定不当和数量不对应，使用推理的病句包括理由不足和强加因

果。

本题正确选项是Ｃ项。本题考查的病句类型包括结构混乱、成分残缺和搭配不当三种

常见的病句类型。这些病句结构上混杂的地方、残缺的句子成分和搭配不当的词语比较隐

蔽，不经过仔细推敲不容易发现，带有比较大的迷惑性，做出正确选择具有一定难度。

Ａ项的病因是结构混乱，本想说 “就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或者 “担任北京大学医学

部教授”，结果两种结构混杂在一起。Ｂ项的病因是成分残缺，“参加研制神舟七号飞船的

全体科技工作者”是全句的主语，其后有两个介宾短语 “在……之中”、“经过……努力”，

但这两个介宾短语之后应该出现的谓语却残缺了，出现了另起炉灶的一个句子即 “神舟七

号飞船终于成功发射”。Ｄ项的病因是搭配不当， “走访”只能与 “社区”和 “家庭”搭

配，不能与 “路程”搭配。这个病句的搭配不当属于顾此失彼的搭配不当。
【例２】２０１１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４题：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Ａ．今年暑假，我市将举办第１２届中学生运动会，我校参加这届运动会的２０名男运

动员和１６名女运动员，均是由班级和年级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组成。

Ｂ．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第８颗北斗导航卫星的发射进入倒计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各

个岗位的操作人员对火箭起飞前进行了最后的检查，满怀信心等待着发射时刻的到来。

Ｃ．现代高新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图书馆运行机制的变革，其结果

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图书信息交流系统，从而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Ｄ．为增强全体员工的文明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职业道德素质，我省某商业银行将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本系统内广泛推行文明服务用语和服务忌语。
【答案】Ｃ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辨析病句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Ｄ级。

本题考查的病句类型包括结构混乱、成分残缺和搭配不当三种常见的病句类型。这些

病句长度适中，结构上混杂的地方、残缺的句子成分和搭配不当的词语比较隐蔽，不经过

仔细推敲不容易发现，带有比较大的迷惑性，具有一定难度。

Ａ项的主要病因是句式杂糅造成结构混乱。“均由……组成”和 “均是……优秀选手”

这两个句式用一个即可，两个句式都用，就造成句式杂糅。由于前面是 “２０名男运动员

和１６名女运动员”，考虑前后搭配，后面的句式用 “均是……优秀选手”才恰当。Ｂ项的

病因是介词短语搭配不当。“操作人员对火箭起飞前进行了最后的检查”中的 “对”是表

对象的介词，根据句子要表达的意思，只能是在 “起飞前”“对火箭……进行了最后的检

查”，或者 “在火箭起飞前进行了最后的检查”。Ｄ项的病因是动宾短语搭配不当。“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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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广泛推行文明服务用语和服务忌语”中，说 “推行文明服务用语”是恰当的，
“推行…服务忌语”则属于搭配不当。这个句子应该另用一定动词用于 “服务忌语”，与

“推行文明服务用语”断开，如 “推行文明服务用语，规定服务忌语”。
（４）扩展语句，压缩语段

“扩展语句”考查考生扩展、丰富语言信息的能力。其主要题型有：将若干词语合理

地扩展成一句话或将一句话扩展成几句话。
“压缩语段”考查的是将一段话进行正确的提炼、概括、压缩的能力。

扩展语句试题：
【例１】２０００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第２７题：

根据下列两种情景，以 “歌声”为重点，分别扩展成一段话，每段不少于３０个字。

情景一：毕业典礼上　同学们　歌声

情景二：考试前夕　我　歌声

【说明】本题重点考查考生的扩写能力。

这道题提供了两个不同情景，用主题词的形式表述，目的在于给考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和扩展空间。
“歌声”是扩展的重点内容，考生需要将 “毕业典礼上同学们”和 “考试前夕我”（听

到、唱的）的歌声进行描写性的扩展，既要达到题目规定的字数要求，又要符合扩写的要

求。

压缩语段试题：
【例２】２０１０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１８题：

根据下面的材料，用一个单句介绍某市的概况。（４０字内）

材料一：某市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历代为郡、州、府、道治所，现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

材料二：某市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机场开通国内十多条航线。

材料三：某市景色优美，有景区被评为中国ＡＡＡＡ风景旅游区。

材料四：某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我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

答： 　
【答案】某市是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说明】本题要求根据材料用一个单句介绍某市的概况，考查筛选文中信息的能力。

能力层级为Ｄ级。

本题虽然还是考查筛选文中信息的能力，但是形式上有一定变化，要求从材料中概括

出一定数量的关键信息，并能够使用一个单句进行准确的表达。考生能够准确从材料中提

取出关键信息，为考生今后进入高一级学校进行研究性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例３】２０１１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语文第１８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概括要点回答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缺少 “什么”。不超过２５字。

４月２３日，“２０１１大学校长全球峰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其中，“中国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成为热议的话题。多位大学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顶尖大学在吸纳

拥有国际学术背景人才、借鉴发达国家的教学制度和成功经验等方面缺乏全球化视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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