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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分配答题时间
高考语文两个半小时。论述类文本约用10

至15分钟；实用类文本约用10至15分钟；文学
类文本约用15分钟；文言文阅读约用20分钟；古
代诗歌阅读约用10至15分钟；语言文字运用约
用20分钟；作文约用50分钟；最后检查试卷约用
10分钟。
2.看清题干要求

是选“正确的项”还是“不正确的项”，务必看
清，最好把“正确”或“不正确”字样圈上。
3.论述类文本阅读

答论述类文本阅读时要特别注意三类词语:
一是代词，比如“这、那、这些、那些”之类的

指示代词，“它们”之类的人称代词；
二是关联词语，比如“一旦、如果、因此、然

而”之类的；
三是副词，比如“也许、已经、将要、可能”之

类的。
4.现代文阅读主观题

回答现代文阅读主观题时尽量到原文中寻

找可用的词语。如果题干要求“简要分析”，则用
“概+述”的方式回答，就是说先答概括性的结论，
然后举例说明；如果题干要求“概括”，则只答结
论性的话即可。
5.文言文试题

文言文翻译基本要领是单音节变双音节，如
“兴”变成“兴盛”，“虞”变成“忧虑”。

文言断句题，要注意用于句首的盖、夫、若
夫、且夫等词语，用于句尾的乎、焉、矣、耳、哉等
词语，还要注意判断谁是句子的主语、宾语。

要紧扣题目要求作答，如“诗人的情感随描
写的景物而变化，结合诗句分析”，作答时就应按
这个套路写：开头几句描写了什么景致，表达了
什么感情；中间几句描写了什么景致，表达了什
么感情；结尾几句描写了什么景致，表达了什么
感情。

把《离骚》《论语》《逍遥游》《阿房宫赋》这几
篇最容易考的默写名篇再默写和对照一遍。
6.作文标题

作文标题字数不宜过少，以5至10字为好，8
字标题（前4后4）受青睐；

标题不要加书名号；
标题必须先写，否则容易忘掉；
标题最好不勾抹，因此应先在草纸上拟好，

再写在作文纸上；
标题居中，与正文之间要空一行。
好的作文标题有两个特点：哲理性和文学

性，至少要二者居其一。如：“谈教科书的使用”，
不好；“尽信书不如无书”“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较好；“我只拜倒在真理的脚下”，最好。
7.作文作答

考场作文开头要快速入题，开宗明义，不要
给人跑题之嫌。可以先引材料，然后提出论点；
也可以先提出论点，然后回牵材料。

作文中的关键词或关键语句应反复出现，给
人一以贯之的印象。

作文一定先要“写得对”，再求“写得好”，即
是说不要偏题、跑题，不要走险。

如果是情境类任务驱动式材料作文，则一定
要体现情境特点，注意自己扮演的角色与写作
对象（即是以谁的身份对谁讲话）。

作文考查之重点：关注“文化自信”“呼唤英
雄”“青春 理想 信仰”“传统与现代”。

/内容及图片来源：孙立权语文名师工作室

明天就将迎来2020年高考了，打造
一个和谐、有序、公平、透明的考试环境
对于全省高考生来说至关重要。为了预
防和制止一些考生考试中使用高科技电
子通讯设备作弊，吉林省工信厅及下属
单位吉林省信息化建设促进中心将在全
省范围内出动90余台移动监测车、管制
车和200余套监测、压制设备对重点考
区进行移动式作弊信号监测，对考前和
考中发现作弊信号及时上报教育部门和
公安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7月3日上午，记者在吉林省信息化
建设促进中心全省无线电信号监测大屏
上看到，来自全省各地无线电监测站扫
描传输信号不断变化，便于建立模板，在
考前快速地查到作弊信号并及时处理。
另外，便携式无线电监测设备主要用来
在考试中及时发现作弊信号，第一时间
对作弊信号进行定位，最快速度地找到
作弊信号源；无线电管制设备也是无线
电阻断设备，主要是对作弊信号发出阻
断信号，使考场内不能正常接收到作弊
信号，这种设备每个考场都会配备。

据悉，高考期间全省共出动90余台
移动监测车、管制车在重点考点区域进
行移动式作弊信号监测和管制。移动监
测车的最大特点就是车顶安装了一个巨
大的圆盘天线，便于车内工作人员高效
监听并迅速锁定找到作弊信号。

吉林省工信厅无线电管理局
副局长陈晓涛：

省工信厅主要是配合教育、宣传等

部门重点加强对《刑法》第288条“扰乱
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力度，配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开展销售电子产品市场检查工作，严厉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的违法行为。

按照省工信厅统一部署，各地工信
部门要在7月5日前组织完成辖区内考点
周边电磁环境专项测试工作，摸清空中信
号情况，遇有不明信号要快速追查，对非
法设台或擅自使用频率依法查处。今年
高考全省工信系统将派出技术保障人员
400余人，投入各类监测、压制设备200
余套，出动移动监测车、管制车90余台。

按照省考试院统一安排部署，高考
期间全省将采用多种监测设备和手段对
重点考试区域进行重点覆盖监测，只要
作弊者利用无线电发射信号就能立刻截
获，然后通过压制、屏蔽、干扰等技术手
段有效阻止作弊行为的发生。

考试期间，无线电保障人员将对涉
嫌作弊的无线电信号迅速予以技术阻
断，进行测向和定位，持便携式监测设备
进行目标的精准锁定，迅速找到作弊信
号源，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及时对作弊
信号源进行有效处理。

吉林省信息化建设促进中心
技术负责人赵琦：

作为省工信厅下属单位，吉林省信
息化建设促进中心主要负责高考等考试
作弊的无线电监测的技术保障工作，随
着每年高考作弊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作弊

工具的更新换代，我们也不断地对原有
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今年尤其增加
了对数字信号的监测力度；另外，前期相
关工作人员通过真实的作弊设备反复进
行实操监测演练，对作弊风险点进行详
细数据分析，制定周密的保障流程，积累
了丰富的反作弊经验。

今年，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工
作。

重视日常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我
们在全省各地都设有监测站或监测点，并
在日常数据监测基础上重点增加了高考
保障模块，能够有效做到考前监测、考中
监控和考后回溯，对作弊信号一查到底；

根据当前作弊信号出现的新特点，
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无线电监测设备进行
升级改造，可以达到在协议层破坏作弊
信号传输，极大提高干扰效率；

做好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演练，细致
梳理保障流程，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制
定特殊的处理措施；

积极同教育、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
了积极畅通的沟通机制和通力协作的合
作机制，有能力有信心完成今年高考防
作弊保障工作，竭力打造公平公正的平
安高考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沈雪峰
报道摄

7日全省有雨
温度和湿度都极适合考试

高考即将到来，今年高考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考生们
不仅经历了几个月的居家学
习，又因为疫情等原因考试时
间推迟一个月，这是2003年以
来唯一一次在7月举行的高
考，那么今年高考期间，考生
们会遭遇什么天气，七月高考
遭遇高影响天气的概率有多
大？

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台获
悉，根据预报，今年高考期间，
我国大部地区的天气比较有
利于考生发挥。放眼全省，7
日我省大部都会被雨水眷顾，
无论是温度还是湿度，都非常
适合考试。不过出行方面，可
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建
议各位考生家长打好提前量，
尽早出门带好雨具。

6日白天长春有中雨

8日我省白城、松原等地
雨水减退，气温可能会稍有回
升，高温加上较大的空气湿
度，闷热感十足。考生要注意
防暑、补水和透气，家长可以
备些藿香正气水和便携小风
扇。9日全省大部回归晴朗，
最高气温多在30℃以上，建
议考生及家长注意做好解暑
降温的工作。

5日午后到6日白天，全
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
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
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日夜
间到7日白天，全省多云。松
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
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
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

夜间到8日白天，全省多云转
晴，白山、长白山保护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

温度方面迎来短暂的舒
适，受到降雨的影响，我省气
温也将出现小幅度下降。预
计6日白天白城地区最高气
温为29℃左右，其他地区
25～27℃。

高考期间
长春市平均气温23℃左右

预计今年高考期间（7月
7日到9日），长春市平均气温
23℃ 左 右 ，与 常 年 同 期
22.8℃接近。6日夜间长春
市大部有雷阵雨，7日白天局
部地方有雷阵雨，8-9日以晴
好天气为主。

7日：多云，双阳、榆树和
九台有雷阵雨，其他县（市）、
区局部地方有雷阵雨，西南风
3-4级，最低气温17～18℃，
最高气温26～27℃。

8日：晴有时多云，偏西
风2～3级，最低气温15～
16℃，最高气温29～30℃。

9日：晴有时多云，西南
风2～3级，最低气温17～
19℃，最高气温30～32℃。

记者获悉，高考期间长
春市总体气象条件较为适
宜，有利于考生正常发挥，同
时也要预防局地雷雨和高温
天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7日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并可
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
醒考生和家长携带雨具，并
注意预防。8～9日白天长春
市气温较高，考生需注意饮
食卫生并及时补充水分，谨
防中暑和肠道等疾病的发
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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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出现高考使用电子设备作弊？

省工信厅200余套“硬核设备”高效监测

凉爽天气助力学子迎战高考高考语文卷怎么答？
孙立权老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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