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高考语言文字运用

新题型预测

                                                                   



学习目标：

 1.了解高考语文试卷语言文字运用的题型变化趋势。

2.积累语言文字运用的基础知识，掌握语言文运用的答题技巧。

3.培养通过语感解决语言文字运用新题型的能力。

学习重点：

积累语言文字运用的基础知识，掌握语言文运用的答题技巧。

学习难点：

培养通过语感解决语言文字运用新题型的能力。



梳理探究
1.从2021——2023年语文高考试题语言文字运用题型统计表（见导学案）
，可以看出高考语言文字运用题型和知识点有哪些变化趋势？
题型变化：

（1）客观题          ，主观题            ；减少 增加

减少 综合考察（2）单一知识点的题型             ，注重多个知识点的        

（3）随文设题，题型                    。

（4）强化与教材的        （例如：“相提并论”与《过秦论》“若使
得山东诸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关联

灵活多变

（5）与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阅读版块                。（例如2023新高
考2卷4题“敲诈”“斗智“拷问”的作用、5题两则材料“客观”的
侧重）

相互融合



梳理探究
1.从2021——2023年语文高考试题语言文字运用题型统计表（见导学案）
，可以看出高考语言文字运用题型和知识点有哪些变化趋势？

知识点出现的频率：

（1）补写句子和语病修改                         。几乎每年都考

（2）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是            ，主要考察的是            ，其它词语

还有            、                、            、           、          以及                  等。

热点 成语

代词 叠词助动词 兼类词 俗语

（3）表达效果也是            ，常与                                 、                  

、
                、                等一起综合考察。

热点 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句式变化

修辞手法

标点符号

固定结构



梳理探究
1.从2021——2023年语文高考试题语言文字运用题型统计表（见导学
案），可以看出高考语言文字运用题型和知识点有哪些变化趋势？

（4）修辞手法辨析曾单以选择题独考察，后来修辞手法逐渐与表达
效果、补写句子结合考察。
（5）语句衔接2021年曾单独单独以选择题考察，其后两年不考，
2024年适应性考试出现语句定位。
（6）句式变换2021、2022（长句改短句）各有一套试卷涉及，2023

年未考。
（7）压缩语段2021年开始考察，其后两年不考，但一直出现在适应
性考试试题中。



梳理探究
2.语言文字运用题型变化的原因

（1）语言文字运用的特点

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阅读：“篇”的宏观考察，侧重整体感知

语言文字运用：“字”“词”“句”的微观考察，侧重细节分析



梳理探究
2.语言文字运用题型变化的原因

（2）《语文课程标准》

以综合考查作为命题导向。通过综合性语言实践活动。考查学生语
文学习的能力和水平。避免以单纯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设计考题，避免
死记硬背。

测试形式要创新，多设置可供学生选择的题目，体现学生个性；
多设置主观性、开放性的题目，展现学生智慧，鼓励学生发挥和创
造。试卷结构和测试形式不应固化，以避免形成新的应试模式。



梳理探究
3.语言文字应用新题型产生的方式主要有哪两种
？

（1）旧知识，新题型

（2）新知识、新题型



梳理探究
（1）旧知识，新题型

（2021）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202

2）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
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意→（2023）文中第二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
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密，不得改变原意/

文中画波浪线的语句中有一处表述不当，请标出原句序号后再做修改，
并使修改后的语句与上下文的衔接流畅自然/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表述烦
琐，请删除冗余词语，使表达简洁通顺，但不得改变原意，将修改后的
文段写在答题卡上，不超过75个字→（2024）？

语病修改



梳理探究
（1）旧知识，新题型

（2021）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
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8个字→（2022，新高考
2卷未考）无变化→（2023年，全国甲卷）请在横线处仿照上句补
写恰当的句子，要求内容正确贴切，语意完整连贯→（2024）？

补写语句



梳理探究
（1）旧知识，新题型

（202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202

2）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2023）与表述不当修改结
合（望其项背、相提并论）/与仿写句子结合考察、成语讲解（全
国乙卷未考成语）→（2024）？

成语



梳理探究
（2）新知识，新题型

（2021）未考→（2022）下列句子中的“你”和文中画横线处的“你
”，用法相同的一项是/文中写到自己的祖父，没有一处使用“他”，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与表达效果结合）/文中多处用了引号，下列四
处引号中用法和其他三处不同的一项是(与标点结合）/下列选项中，加
点的词语和文中“槐蝉”所用修辞手法不同的一项是（与修辞手法结合
考察）/文中画横线的两处，都由三句话并列而成，但第一处主语“我
”只出现一次，第二处主语“你”再三出现，二者的表达效果有什么差
别？请简要说明（与表达效果结合）/“眼中风”因和脑血管疾病“中
风”有诸多相似而得名。与此类似，“打笔仗”源自“打仗”。请简述
“打笔仗”的含义并分析它得名的缘由

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梳理探究
（2）新知识，新题型

→(2023)文中有三个重叠形式“处处、微微、早早”，说说它们和“处、
微、早”相比，语意上各自有什么不同/语言文字运用I和II中画波浪线部
分，都有“像……似的”，说说二者表意上的不同/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
如果写成“正优雅地跳舞（舞着），踱步（踱着），鸣叫（鸣着），顾
盼（着），寻觅（着）”，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与表达效果结合）/下
列句子中的“谁”和“耳机一戴，谁也不爱”中的“谁”，意义和用法
相同的一项是/将下列俗语填入文中括号内，恰当的一项是/下列句子中
的“能”与文中加点的“能”，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下列句子中画
横线部分与文中画横线部分的语句（A是A，B是B），用法和作用相同
的一项是→（2024）下列句子中的“给”与文中加点的“给”，意义和
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梳理探究
（2）新知识，新题型

 （2021年）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请简要分析其构
成和表达效果/文中画波浪线处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请简要分析其表
达效果→(2022年）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了设问和排比的修辞手法，请
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文中写到自己的祖父，没有一处使用“他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文中画横线的部分突出了“祖父”的衰老死亡
和“我”的成长是一个同时发生的逐渐变化的过程，这一表达效果是怎
么取得的？/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除了比拟以外还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
请结合原文分析其表达效果/文中画横线的两处，都由三句话并列而成，
但第一处主语“我”只出现一次，第二处主语“你”再三出现，二者的
表达效果有什么差别？请简要说明。

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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