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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夏雨润，万木葱茏。

接过这套厚实的 《赣州三中科研论文集》时，我认真地翻阅了它。我曾经在三中

求学，如今又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这本书不仅让我回忆起在母校度过的充实而又愉快

的学生时代，更让我感受到了母校老师一脉相承的执着追求。

适逢赣州三中建校六十周年之际，这部论文集的编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

仅展示了赣州三中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成果，也是全体教师为六十年校庆献上

的厚重贺礼。

加强教科研工作，对学校而言，是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教师而言，是提高教学水平、促进专业成长、得到自我实现的喜

悦和幸福的重要途径。

这套 《赣州三中科研论文集》，让我看到了三中人的勤勉，因为他们认识到教育科

研对于一所学校的发展和对于一名教师的成长的重要性。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老师

在繁忙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余满怀热忱地投身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并涌现了一大批科

研能手，如赛课明星、奥赛金牌教练、课题研究专家等。

这本 《赣州三中科研论文集》，让我看到了三中人的坚守，三中人的淡泊名利。近

几年来，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教学与育人相互辉映，成绩斐然：或教师夺冠折桂，

或学生摘金夺银，或教育质量稳中有升，或学科竞赛填补赣南乃至江西教育的空白……

教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成为学校发展进步的不竭源泉！

这本 《赣州三中科研论文集》，更让我看到了三中人的潜力，一篇篇文章，文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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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寻幽探微，或深入浅出地阐释数理知识，或生动形象地叙述文史掌故，或细致深

入地研讨教材教法……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三中人孜孜不倦的态度、实践质疑的勇气、

钻研开发的韧性，而这正是学校永葆活力的秘诀！

当然，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些不足，比如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集也许未能将老师

们所有的成果尽收其中；因为工作的紧迫与繁琐，也许在编纂方面还有一些瑕疵。但

瑕不掩瑜，“苔花虽米小，亦学牡丹开”，大胆地尝试，真诚地展示，这本身就是一种

勇气与魄力。

同时，我真诚地期待 《赣州三中科研论文集》的编印，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

起点，能再次点燃三中全体教师投身教育、致力科研的热情，树立现代教育理念，遵

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对全国教师的要求，做一名 “四有”（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教师，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２０１４年１月，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签署了 《关于共建赣州市教育改革发

展试验区的意见》，为推进我市教育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振兴发展带来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此，我真诚地希望赣州三中不仅要以６０

周年校庆为契机，对以往办学成果进行全面清点与展示，更要根据国内外教育改革发

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紧紧抓住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对未来的办学

目标和办学方向进行认真研究和规划，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提炼办学精髓，彰显办

学特色，力争全面实现 “全市领先、全省一流、全国知名、国际接轨”的奋斗目标，

进一步发挥学校在全市基础教育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为推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为实

现中国梦而向江西、向全国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赣州市教育局局长

余　炜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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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识”解题
丁永发

先郑重说明，本人并不是什么超人，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这里所说的 “用意识解
题”是指在高考语文试题的解答过程中，考生按照每一类题型的不同思维方式、答题理念
解题的一种解题方法。

一位哲人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高考语文试
题，每一类题型都有自身的思维方式，在解答的过程中，考生若能针对不同的题型，树立
不同的解答意识，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用病句意识解决选不对的问题

病句考查，是全国高考命题的一个重点。有些考生在解答的过程中，往往只是凭借感
觉来判断选项的对错，选出来之后很难确定选出的答案对或是错。考生若能在凭借语感辨
析病句的同时，在大脑内快速树立病句意识，告诫自己，我这是在解答病句题了，应依照
病句的思维方式、答题理念来解题，这样就能增加答题的准确度。树立病句意识，可从下
面两个方面来强化自己的解题意识：一是类型意识，二是标志意识。

１．类型意识
语病有多种，但考纲只规定了六种，考题中自然只会涉及这六种。综观历年的高考语

文病句辨析试题，其所选的病句错误类型都是十分 “典范”的，虽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迷
惑性，但总体来说，其 “病征”是十分突出的。考生务必在头脑中熟记这六种类型，知道
有哪几种病，各种病征是什么。六种类型语病的典型例句很多，在此不赘述。解题过程
中，考生如能强化类型意识，往往能快速准确识别病句。例如２０１２年湖北考题：

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是 （　　）

Ａ．坐上画舫游清江，如行画卷之中，江水清澈，绿树蓊郁，自然与人，和谐相依，

随风生长，好一派如诗如画的风光！

Ｂ．游览三峡大瀑布时，我们从倾泻而下的水帘中狂奔而过，尖叫声、嬉笑声响成一
片，那真是充满刺激的难忘体验！

Ｃ．当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像以前那样的闲情逸致，拿出一本小说，从头到尾地阅读一
遍，欣赏其委婉动人的故事。

Ｄ．现代文明不仅带来了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这些美
好的社会制度，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解析】Ａ项 “自然与人”“随风生长”搭配不当，将 “随风生长”移至 “绿树蓊郁”

·３·

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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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Ｃ项缺少谓语 “有”，改为 “很少有人会有像以前那样的闲情逸致”；Ｄ项不合逻辑，
“不仅……而且”引导的是递进关系，应将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 “带来了理
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这些美好的社会制度”调换一下。因此
答案为Ｂ。

２．标志意识
辨识语病题在实际考查中，常常与词语结合在一起考查，考生若能强化标志意识，抓

住某些标志词，定能慧眼识病句。笔者以为以下几种标志词值得考生重视：
（１）并列词

①据悉，一种新型的袖珍电脑将亮相本届科博会，它采用语言输入、太阳能供电，具
有高雅、时尚、方便、环保的功能和作用。（２０１２年北京卷）

②今年广东天气形势复杂，西江、北江可能出现五年一遇的洪水；省政府要求各地要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抗大旱，做到排查在前、排险在前、预警在前，确保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２０１２年广东卷）

③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间，我国造林６６４３．３６万公顷，人工林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土地
沙漠化、植被覆盖率和森林病虫害等依然十分严重，令人担忧。（２０１２年四川卷）

当句中出现 “和”“、”“以及”等词语、标点组成的并列短语时，要注意句子前后的
顺序、搭配及种属关系。①句 “高雅、时尚、方便”不属于 “功能和作用”，分类不当；

②句逻辑顺序错误，“排查在前、排险在前、预警在前”应该改为 “预警在前、排查在前、
排险在前”；③句搭配不当，“植被覆盖率”与 “十分严重，令人担忧”不搭配。

（２）介词
关于 《品三国》，粗粗一看，似乎与其他同类的书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反复品读，就

会发现其意味深长。（２０１２年江西卷）
当句首出现介词，应考虑是否因此而湮没了主语，像例句就是滥用介词 “关于”而造

成主语残缺。另外，有些介词是成套使用的，如 “以……为……”“从……中”“自……以
来”等，漏用、混用都会影响语意的表达。例：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消沉，而
是在大家的信赖和关怀中得到了力量，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３）否定词
近视患者都应当接受专业医师的检查，选择合适的眼镜，切忌不要因为怕麻烦、爱漂

亮而不戴眼镜。（２０１２年山东卷）
“不、没有、否认、否则”等否定词的重复出现或多次出现，容易犯否定失误方面的

语病。还有些词语本身就表示否定，例如 “禁止”“防止”“忌”“杜绝”等。例句属否定
失当。“切忌不要”，“忌”本身就含有 “不要”的意思。将 “忌”改为 “记”或将 “切忌
不要”的 “不要”删去。

（４）关联词

①一个省的文化系统如果能肩负起继承当地文化传统的使命，那么这个省的文化底蕴
就会得到保持，而不至于中断和流失。（２０１２年辽宁卷）

②专家认为，我国人均饮茶量每天不足１０克，加之大部分农药不溶于水，茶叶中
即使有少量的农药残留，泡出的茶汤中也会农药含量极低，对人体健康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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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广东卷）

③现代文明不仅带来了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这些美好
的社会制度，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２０１２年湖北卷）

有关联词语的句子，首先看位置是否恰当。判断的依据是看前后分句是否共主语：前
后分句共主语，第一个关联词语放在主语之后，例句①②都是这种情况；前后分句不同主
语，第一个关联词语放在主语之前。其次检查关联词是否成对使用或分句语序是否恰当，
例句③就是分句语序不当。

（５）两面词
对涉及百姓健康和公共利益的研发活动能否进行科学伦理的评价把关，是防止技术滥

用、纠正科技应用偏差的重要保证。（２０１２年安徽卷）
当句中使用 “能否”“是否”“好坏”“有没有”等两面词时，宜从前后是否照应的角

度检查语病。例句属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能否……是”改为 “……是”，删去 “能否”。
另外，代词、判断词、数量短语、多个句子主干、长宾语、多重定语或状语、文言词

语、使动词、一些固定结构等，也是判断句子是否有毛病的重要标志，解题时如碰到像下
面这样的句子就得引起自己的警惕和注意：

①美国政府表示仍然支持强势美元，但这到底是嘴上说说还是要采取措施，经济学家
对此的看法是否定的。（“此”指代不明）

②东端有两座石碑，一座是乾隆题燕京八景之一 “卢沟晓月”四个大字，碑的四周有
四根龙抱柱。（“一座是”与 “四个大字”搭配不当）

③他每天骑着摩托车，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把１８０多家医院、照相馆、出
版社等单位的废定影液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数量词修饰对象不清）

④与空中航路相对应，在沿途的地面上，平均间隔３００公里左右就设有一处雷达、通讯
导航和众多空管中心等设备，为 “天路”上的飞行提供服务。（“平均”后面不能用 “左右”）

⑤依据纪律处罚办法，决定给予该队员停止参加今年余下所有甲级队比赛资格，并罚
款人民币４万元。（“给予”后面宾语中心语残缺）

⑥现在，我又看到了那阔别多年的乡亲，那我从小就住惯了的山区所特有的石头和茅
草搭成的小屋，那崎岖的街道，那熟悉的可爱的乡音。（“看到了”后面宾语太多，造成搭
配不当）

⑦她的创新设计投入生产仅三个月，就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为这项设计付出的
所有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终于得到了回报。（“成绩”与 “回报”搭配不当）

⑧这个文化站已成为教育和帮助后进青年，挽救和培养失足青年的场所，多次受到上
级领导的表彰。（搭配不当，“培养”与 “失足青年”不搭配）

⑨认识沙尘暴、了解沙尘暴，是为了从科学的角度达到对沙尘暴进行预防，减少沙尘
暴造成的损失。（“达到”的宾语中心语残缺，“损失”后加 “的目的”）

⑩一批普及型的学术著作最近广泛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
评。（“广泛”不能修饰 “引起”，应修饰 “关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效的改正错误提高思想水平的方法。（应将 “有效的”调至 “方
法”前）

瑏瑡艾滋病有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等三大传播途径，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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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它的传播，否则不采取紧急行动，将会迅速蔓延，给人类健康带来巨大的威胁。 （“否
则”有 “如果不这样”之意，与后文 “不采取紧急行动”重复）

瑏瑢在交通干线上设卡收费的方案必须经地方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才公诸于社会。
（“诸”即 “之于”，“于”与它重复）

瑏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深受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自我保护意
识，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有 “为……所”和 “被……所”的结构，没
有 “受……所”的结构，要将 “所”字去掉）

考生在解答病句题时，如果抓住这些 “病征”顺藤摸瓜，加以甄别，就更容易判断出
该句是不是有病，是何种语病，这样就能较为简单地解决选不对的问题。

　　二、用文言意识解决译不准的问题

１．问题的提出
高考文言试题一般都安排在试卷的中间位置，考生在做完现代文小阅读之后开始做文

言试题，解题思路尚处于现代文的思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考生就应该提醒自己：
我现在是在解读文言文了，切记用文言的方式来解读文言文！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大部分变化不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可以按照
现代文的一般理解来理解文言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言中的部分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以
及部分句子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变化了的部分，既是我们学习文言的难点，也是
命题人所特别关注的重点、热点，因此，它也就是考生解答文言试题时应关注的重点。

２．命题人命题时的文言意识
（１）文言实词解释题的命题规律

①所要解释的词语大部分是具有某种文言现象的词语；

②题目要求往往是选择解释不正确的一项；

③错误选项的设置往往是以今释古，即以现代汉语的方式解释古代汉语。

　　　　　　　　　　　　　　　　　　　　　　　　　　　　　　以下为部分高考题示例：

１．（２０１２年江苏卷）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Ａ．蒙正败，士以此多
獉
公　　多：称赞 Ｂ．府当市民马以益

獉
骑士　　益：有利

Ｃ．公复以循吏许
獉
之　　　　许：期望 Ｄ．杖矫

獉
命者，逐之　　　　矫：假传

【解析】益：动词，扩充，增强，解释为 “有利”，是典型的以现代汉语来解释古代汉
语。答案为Ｂ。

２．（２０１２年福建卷）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Ａ．杳
獉
无穷极　　杳：深远 Ｂ．修篁干

獉
霄　　干：冲

Ｃ．延
獉
坐后堂　　延：延请 Ｄ．履

獉
苍莽中　　履：鞋子

【解析】Ｄ项 “履”在本句中应该解释为动词 “踏”而非名词 “鞋子”，这是古汉语中
常见的名词动用现象。答案为Ｄ。

【解题策略】掌握命题规律，树立用文言方式解决文言问题的意识。
（２）文言文翻译题的命题特点

①拿来翻译的句子往往是文言现象较多的句子；

②给分点的设置也常常在文言现象的落实上 （文言现象是指古今异义现象、文言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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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词类活用现象、文言句式等）
以下为部分高考题示例：

１．（２０１２年山东卷）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加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１０分）
（１）光武帝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４分）
（２）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３分）
（３）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３分）
【答案】（１）光武帝亲临的地方，（阴兴）总是事先进入清理 （或 “清查”）宫室，很

受亲近信任 （得分点：所幸之处、辄、清宫、见亲信）。
（２）光武帝称许阴兴的谦让，没有改变他的心愿 （得分点：嘉、夺其志）。
（３）最真挚的语言发自肺腑 （或 “内心”），使左右的人都感动了 （或 “感动了身边的

人”），光武帝就答应 （或 “听从”）了他 （得分点：省略句、感动 （使动用法）、听之）。

２．（２０１２年天津卷）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８分）
（１）虽子之仇，无异词也。（２分）
（２）子不以人所共信者传先人。（２分）
（３）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４分）
【答案】（１）即使是你的仇人，也不会有不同的说法 （得分点：虽、词）。
（２）你不用人们都相信的事来为过世的祖父作传 （得分点：所共信者、传）。
（３）而唯独一瓢先生能用少许药物救活我，（这）就是我从内心折服而确实认为他是

不朽之人的原因 （得分点：活、之、所以、信）。
【解题策略】树立文言意识，注意文言现象在译文中的落实。建议在落笔翻译之前先

在试题上把自己认为的得分点圈画出来。
树立文言意识是解答文言试题的一种灵巧的办法，掌握了规律，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但凡事都不是百分之百，有时会有些特殊的情况，这时考生如果能在树立文言意
识的同时，树立语境意识，则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

　　三、用分点作答意识解决答不全的问题

在高考阅读类文本的主观题中，有不少题目的答案是分点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题
目本身涵盖面比较广，答案不分点，就不能正确全面地完成答题任务；二是有的题占分比
较多，不分点，在批改人数多、批改时间紧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判分的误差；
三是不分点的答案，一般处于 “感性认识”层面，答案容易模糊、重复、条理不清。而分
点就是对初步答案的进一步提炼、加工，使答案的表述明朗化、条理化、系统化，进入
“理性认识”层面，因而更加正确、全面，切合题目要求。

有的考生由于缺少分点作答意识，把自以为是的答案胡乱地 “堆”在一起作答，造成
不全面，不准确，不系统。也有的答案虽然切合题意，由于重复、交叉、混杂造成阅卷教
师的误判，丢失了该得的分。

要解决在高考阅读类文本的主观题中答不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树立分点作答的意识，特别是在答赋分较高的概括性题目时，一定要设①②③等序号
回答，这样清晰明白，显示了答题的深度和广度，也让阅卷老师一目了然；二是可以依据
所给分值确定答题要点，一般情况下，概括事物、人物特征类的题目为１分１个要点，其

·７·

语　　文



他概括类试题，如概括作用、原因，解释词句含义等往往为２分１个要点；三是多角度作
答，不重复、交叉、混杂。角度 （或者说 “答题的点”）从何而来？可以是从原文的思路、
层次中来，更多是从平时的积累中。比如，解释词句的含义，一般可以从表层含义和深层
含义入手，词句的深层含义一般包括：①词语或句子的概括意义；②手法的运用所产生的
意义；③词语或句子的情感意义或哲理意义。下面以２０１２年全国Ⅰ卷为例，做简要说明。

１４．作者听朗诵时， “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泪水”。这是为什么？
请简要分析。（６分）

【答案】①作者青年时代对鲁迅的散文充满了喜爱之情；②时过境迁，如今知音难觅，
令人感慨；③作者经历了各种创伤，感情迟钝，对激情的失去深感无奈。

【解析】答题时要注意分点作答，６分，就要考虑３点。每答出１点给２分。角度 （或
者说 “答题的点”）可以从原文的思路、层次中来。

１５．解释下列两句话在文中的含意。（４分）
（１）这些情景，这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
（２）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
【答案】（１）（２分）①青年作家为革命献身的时代离现在已经很久远了；②他们的革

命精神因世事变化似乎已被当前文坛淡忘了。
【解析】每答出１点给ｌ分。从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入手。
【答案】（２）（２分）①时间消磨了人的激情，情随事变是正常的；②鲁迅以其真挚的

感情和不朽的文笔，使青年作家们青史留名，道义永存。
【解析】每答出１点给１分。从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入手。

１６．在作者看来，影响历史与世事流传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请简要说明。（６分）
【答案】①被书写的对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②书写历史的作者，如历史学家和文学

家的表现能力；③口碑、文字、金石、竹木纸帛等传播方式和载体。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分析概括筛选能力。一共３点，每答出１点给２分。答题时找

到关键段落、关键句子答案自然而来，第三点容易忽略，如心中有分点作答的意识就能较
好解决。

１７．这篇文章是怎样构思的？请简要分析。（６分）
【答案】①以收听朗诵开头，迅速切入主题，看似随意，实则精心；②以历史事实为

依据，论述影响历史与世事流传的原因，紧扣主题，层层深入；③以明确鲁迅文章与道义
共存的主旨收尾，前后照应，顺理成章。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欣赏作品的形象和分析作品结构的能力。６分，共３点，每答出

１点给２分。答题时，根据文章的结构特点，分别从文章的开头、中间、结尾找点即可。

（本文发表于 《读写月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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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中审视孟子的义利观
邹金平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古人云：义与利，人之所良友也。人字的结构
就好像义与利相互支撑一样。正义，在个人层面，其端正行为，符合道义。在社会层面，
其建立公正公平道义的制度。谋利，即谋取利益。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人
性光辉所在，后者是生命延续所据。

　　一、由古及今义与利之辩

义与利之争，由来已久。在 《论语》里，孔子多次谈到义与利，无非是对义大加赞
赏，对利大加讨伐。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孟子》开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义而已矣。”写孟子见梁惠王，拒绝言利。孟子认为，王、大夫、士和老百姓都以利为上，
互相争利，国家就很危险了。在孟子看来，利为万恶之源。对于孟子这一番拒绝言利的
话，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在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开头就赞叹道：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 “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
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看到了西
汉经济繁荣的景象，但他又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时代，所以在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
开篇便谈读 《孟子》的感受，表明他对孟子义利观的仰慕。

战国时各国的国君都是把利放在首位的，他们想统一天下，纷纷行霸道而不行王道。孟
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当年孔子一样，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结果一事无成。虽然
他的义利观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首肯，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初年统治者奉行无为
而治，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想从当时流行的老庄哲学中挣脱出来，恰巧碰到大
儒董仲舒建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人 “心有灵犀一点通”，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正统而
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孟子的义利观便成为一剂麻醉剂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昏睡百年。到
了宋代，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旧法新法之争给孔孟的义利观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王安石的
新法带有更多的利的因素。司马光则以义击之，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浓重的土地上，沾上了
利就不堪一击，尽管王安石几次沉浮，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义与利的一次生死较量。

　　二、孟子之义利观解读

如果把 《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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