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训练意识，英语高考已经告别「囫囵吞枣」时代

2020 年的高考刚刚结束。在考试要求、形式和卷面结构上，今年高考与往

年基本一致，但是今年的高考与往年相比，有四个新的特点，值得考生和家长注

意。

一、选材上更加注重实用性

从今年的全国一卷的题目不难看出，现在的高考英语的文章和题目等，都更

偏重生活化的表达。比如阅读的 A 篇是火车站的通知，生活化痕迹非常明显。

阅读 B 篇涉及多次阅读对理解的帮助，也是一类偏重学术生活的内容。C 篇为

竞走对人的利弊，D 篇是人与植物的关系，都是生活化的表达和实用性较高的体

现。

事实上，2015 年高考英语取消语法单选题后，就一直在表现出要偏重实用

的决心。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有它必备的语言规律。高考英语则是要在考查语言

的同时，作为风向标，指导未来中学英语的教学。

既然已经是偏向实用，考生在复习高考时就应该更加多地偏重「理解」，尤

其是在学习语言时，要考虑到「这一语言点是为了解决什么表达障碍、为了突出

什么表达语境」等因素，不能再死记硬背，尤其不能像以往学习中的状态，盲目

追求解题技巧，忽视背后的逻辑理解和应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英语学习中的「训练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训练时，

所有不回归语境，不给考生提供理解的方法，全都应该摒弃。

二、难度上更加考查积累性



在全国一卷的完形填空中，不少考生反映「太难了」「看不懂」，尤其是这

篇文章涉及教育问题。阅读的 CD 两篇大家也有同样的困惑，因为这些事情比较

抽象，涉及到的生词和陌生句式表达较多。

但事实上，这些内容的难度有两面性。如果平时注意做积累训练的同学，会

觉得相当简单。不注重这些训练的同学，会觉得非常难。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谓的「积累训练」，仍然是「训练」，而不是盲目的

积累。以笔者的学生为例，他们在考试后纷纷发来微信：“刘旸老师/教主！这

次的阅读好多都是训练过的！”这些学生用词是「训练」。对比以往教学中的各

种靠多做多练等题海战术的「积累」，「训练」的目的性会更强。所谓的训练，

就是拆解考生在解题过程中的各个技术动作，每个技术动作辅以相应的练习。比

如阅读的词汇和语法，必须在重视「高频词」和「长难句」的基础上，才能看懂。

单这两个板块，就有海量的训练方法和模式。

综上，考生必须打破以往固有的「英语靠积累」的思路，拥抱训练，才可以

有所突破。

三、知识上更加偏重运用度

今年的写作题目里，全国一卷考查了读书阅读会，要求考生分享一个最尊敬

的人。并且没有给出提纲，而是直接要求考生介绍人物以及尊敬的理由。

可以看到，虽然题目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已经慢慢在开放度上予以加

强了。往年考生只需要按照提纲按部就班地翻译即可完成一篇写作，但现在则需

要自己补全若干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确保自己的句式和词汇都是高水平的。

这种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度，前所未有。



事实上，在今年，不少省份已经在高考中加入了读后续写的题型。考生在阅

读完一篇超长阅读后，竟然还要补充若干段话，使之逻辑严谨过渡自然，好词好

句的要求自然不必多说。这种变化也暗示着高考英语的变化方向。

因此，考生在复习高考英语的时候，必须强化「连续学习」的意识。万万不

可在英语方面有突击的感觉，学一段时间荒废一段时间，一定会导致对知识的生

疏，在强化运用程度的高考英语面前，是非常不明智的。

四、方向上更强化训练性

高考是高中教学的灯塔和风向标。今年的高考英语整体方向是趋于运用和理

解。往常复习高考英语的方法策略中，考生往往需要死记硬背大量知识，同时以

考点为单位背大量的解题方法，从而忽略了训练。今年的高考给这样的复习方式

敲响了警钟。英语的学习，已经告别了「囫囵吞枣」的时代，迈入了素质教育的

时代。

所以考生必须以此为起点，重新出发，拒绝囫囵吞枣，努力理解知识点，注

重训练体系，强化实用意识，最终迎接高考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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