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于累土，厚积薄发 
——基于教材的九年级语文复习策略制定与实施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潘琦 
摘要：当前中考语文复习中，存在复习方法单一、忽视教材价值、过度依赖题海战术等问题。本文围绕基于教材的

中考语文复习展开深入探讨。通过分析教材的内容结构和特点，阐述了如何充分利用教材进行系统有效的复习。从

制定学年复习计划和教学进度到设计专题复习，就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写作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复习策略

和方法。强调以教材为基础，引导学生回归文本，夯实基础知识，提升阅读和写作能力，为中考语文取得优异成绩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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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考这场激烈的角逐中，语文复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作为语文知识的重要载体，是一座蕴藏丰富的

宝库。从字词篇章到文学常识，从经典范文到写作范例，教材涵盖了中考语文的各个方面。它既有着系统的知识架

构，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然而，当前的中考语文复习现状却令人担忧。不少教师和学生在复习过程中，陷入

了方法单一、忽视教材价值、过度依赖题海战术的困境。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实现高效的中考语文复习呢？

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最熟悉的教材之中。以教材为基，展开中考语文复习，不仅能够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更能提

升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为中考语文取得优异成绩注入强大动力。 
 
一、初三教学中重视教材提升教学质量的必要之举 
（一）结合教材，通盘考虑学年计划 

早在暑假，华理附中初三语文备课组就数次展开备课活动，对接下来的一学年的教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先以“时

间段”为切入点，开展新课教学、基础复习、专题复习，如图： 

 
    再以“各板块”为切入点，初步设想各板块的复习要点，如图： 

 



（二）配合学情，重新安排教学进度 
以九上的教学进度安排为例，考虑文言文的重要性，将九上第三单元新课调整在前，而后开展议论文新课学习

（该部分的设计后面会详细说明），同时推进《水浒传》的阅读。期中考试后进行八年级文言诗文复习、小说新课

学习（该部分的设计后面会详细说明），同时开展九上第一单元诗歌单元的活动探究学习，兼之《艾青诗选》的名

著阅读。 
周次 文言文（40 课时） 现代文（45 课时） 名著阅读 

1 诗词三首（3 课时）   
2 岳阳楼记（3 课时）  《水浒传》导入 
3 醉翁亭记（3课时）  《水浒传》中期推进 

4 湖心亭看雪／月夜忆舍

弟/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无题/丑奴儿（默写） 

议论文新课学习 
（1-3 课时） 

5 议论文专题学习 
（4-8 课时） 

6 国庆放假   

7 鱼我所欲也 议论文专题学习 
（9-11 课时） 

《水浒传》汇报展示 

8 江城子 密州出猎 
临江仙 

记叙文新课学习 
（1-5 课时） 

9 期中复习（九上古诗文+议论文综合）  
10 期中   
11 《答谢中书书》 

《记承天寺夜游》 
期中卷讲评 现代诗鉴赏导入课 

推进九上第一单元新课 
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愚公移山》 
记叙文专题学习 
（6-10 课时） 

13 《桃花源记》 
《小石潭记》 

记叙文专题学习 
（11-15 课时） 

现代诗中期推进 
结合《艾情诗选》 

14 《北冥有鱼》 
《虽有嘉肴》 

记叙文综合训练 

15 八年级古诗复习 议论文综合训练 现代诗鉴赏汇报展示 

16 九年级古诗文复习 记叙文分层训练 
17 议论文分层训练  

 
二、使用教材是促进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 
（一）回顾旧知识，稳扎稳打促复习 
在推动九年级说明文阅读和记叙文（散文）阅读的复习时，备课组基于往届教学经验，发现以零碎的知识点来

复习收效甚微事倍功半，深入研究中考命题导向后，决定打破以往常规，调整复习策略——以旧知带新教：引导学

生先回顾梳理整合教材中学过的课文的相关内容，再精选两到三篇模考文本，关联教材课文与课外文本的共性与个

性，以能力素养为依托，聚焦学生的学习痛点，来设计梯度教学和作业。 
以说明文阅读为例，先引导学生梳理八年级教材中的说明文的相关内容，到自主整合比较，再到以真实情境为

依托引导学生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梳理相关静态知识。而后以《不可或缺的城市风景——斑马线》和《为什么统计数

据有时会‘撒谎’》两篇模考文本来设计教学和作业。如图—— 



   

 
再以记叙文（多材料叙事写人散文）阅读复习为例，回归教材选择了《藤野先生》《回忆我的母亲》《说和做》

《阿长与山海经》《老王》五篇课文，引导学生回顾材料间的关系、表达方式的转换来理解作者情感认识的变化，

从而和文章中心建立联系，再以思维导图进行学法小结，而后以《在那颗星子下》《老家柿子的滋味谁挡得住？》

等模考选文来设计教学与作业。如图—— 

   

（二）重组新课文，选取切点再巩固 
在设计九年级议论文阅读和记叙文（小说）阅读的复习时，往年由于课时紧张，备课组往往脱离教材，利用

模卷推动复习，但实际效果告诉我们，学生往往“赶鸭子上架”，学了个一知半解。今年我们决定改变策略，以议

论文阅读复习为例，先复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提炼阅读策略，而后重组了九上第二、五单元的课文，

按照立论文和驳论文来整合教学，抓“观点鲜明”到“论证合理”的学习主线，提炼共性阅读策略，进而精选了模

考文本做练习，将原有题目和自创题目组合，如图： 



 
     再以记叙文（小说）阅读复习为例，我们先梳理了六至九年级教材中小说篇目的学习目标，研读了单元导语，

整理成导图（如下），再重组九年级上下两册课文，重点以鲁迅先生的《故乡》《孔乙己》（辅之《孤独之旅》），

以“小说叙述视角”及“小说矛盾冲突”为切入点，选择《十七岁那年的单车》和《旅行家》两篇模考文本，来设

计教学和作业，如图： 

 



 
 
（三）整合众资源，回归教材细研读 

综合运用一直是备课组复习的痛点，一方面涉及名著的相关内容体量太大，另一方面题型多变似乎抓不住复习

的方向，经过对近三年江浙沪模考题及真题的研究，备课组发现只有回归教材仔细研读文本重点、难点，并据此整

合相关资源，而后一步落实才是有效的方法。 
【第一阶段】备课组研读六至九年级教材中 14 本名著的名著导读的相关内容，重点关注教材中提到的名著内

容要点及读书方法，并据此整合成复习资源，以《朝花夕拾》为例： 

    



每本名著的梳理都有‘名著档案’，而后根据文学体裁的不同，有不同内容的复习，如教材中提到《朝花夕

拾》中“有的篇目侧重写人，有的侧重记事，有的侧重议论”，我们仔细研读后，据此将十篇散文归类成了这三类

来回顾复习，在篇目复习后附上相关题目的练习，题目的来源为——我们按照考查到的名著内容来重组了 2024年
上海 16个区一模的综合运用的题目，目的是使学生一方面关注静态知识，一方面能有效运用。 
【第二阶段】备课组研读六至九年级教材中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内活动探究单元的相关内容，梳理

要点整理成表格，在实际推进复习时，我们引导学生关注教材，一起研读教材中这些板块的内容，对重点要点进行

讲解，并梳理了近三年内上海各区一二模的综合运用题目，配套练习，如图（部分）： 

 
 
（四）以读促写作，提供支架有梯度 
     在进行记叙文（散文）阅读的复习时，我们以回顾教材中以往课文为依托，设计相应的多材料叙事写人的写

作学案来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为使每位学生都能深度卷入学习过程，提供支架帮助学生反思和评价习

作，从而有效修改自己的作文。 
以“明晰材料关系，突出文章中心”一课目标为例，先让学生回顾教材课文中呈现出的材料间的关系，再以中

考作文标准为例，细化本次作文评价标准，再以同伴习作为例，梳理材料内容，明确关系，思考顺序的安排和衷心

的联系，再到比较修改稿提炼修改方法（利用工具“六何”），提供“工具表”和“写作评价清单”来完成对自己

习作的诊断和修改建议的整理，为后续的写作提供方向，如图： 



   

 
三、其他好的做法和经验是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助力 
（一）重新调整复习理念和策略。研究近三年内上海各区及江浙沪模考、中考真题，将题块分类整理，研究命题导

向变化、题型变化，反思教学问题。 
（二）分层教学，制定年级总复习计划，课堂教学、课后服务、作业布置进一步落地分层，确保不同水平的孩子都

能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避免出现高难度的要求使学生望而却步。对优秀的学生进行高阶思维题的专项训

练。 
（三）实施促成素养的表现性评价。不用二元的评分标准评价学生答案的对错，帮助学生知道并理解评价规则，为

学生学习提供参照。 
（四）注重每一次练习，不再“拿来主义”，对一模题随意拼凑使用，在研究中考命题导向后，针对现阶段我校学

生学习情况，自我命题。如我校二模前第一次阶段练习的‘解释加点词’这道题，与二模文言文第 6题有相似性： 

 

  
      再如我校二模前第一次阶段练习的记叙文阅读部分的命题形式，与二模说明文命题形式有相似性：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教材是中考语文复习的根基所在。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教材的价值，摆脱单一复习方

法和题海战术的束缚，回归教材，深入挖掘其中的宝藏。通过对教材的字词、篇章等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解读，提

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让我们以教材为舟，在中考语文的浩瀚海洋中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为学生的中考

语文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