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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学思维导图丛书》面市两年多来，畅销全国，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几年前，我们在国内外众多学习方法研究者成果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批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特、
高级教师，精心设计和编写了这套具有趋势化的新型工具书——《中学思维导图丛书》。
今年，我们又听取了大量读者和一线教师的反馈意见，对这套《中学思维导图丛书》做了再次修订。
此次修订除保持原有的特色外，还针对高考考纲的新要求，将高中阶段各个学科应掌握的知识点进行
了更为系统地梳理，切实做到注重基础，突出重点，消化难点。
同时，更加完美地将高效的学习工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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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维导图的精髓
　　促进人类大脑左脑和右脑的合理应用，促进大脑的潜能开发，将大脑的思维过程进行可视化的展
示，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模式，让自己用一个开放的头脑接受新鲜的事
物，让自己的学习、生活更轻松。

　 思维导图的影响
　　目前，在国外教育领域，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的学生都在使用思维导图这项思维工具教学；在新
加坡，思维导图已经基本成了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用思维导图提升智力能力提高思维水平已被越来越
多的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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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伟，曾是一名优秀的中学物理教师，所教班级连续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后调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现代教育实验室工作，在此期间曾主持多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项目。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工业园区教育技术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暨苏州工业园区瑞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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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语言文字运用
　一、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附录一 常见同音字、音近字锦集
　附录二 常见形近字锦集
　附录三 常见多音字读音锦集
　附录四 常见习惯性误读字锦集
　附录五 常见成语中的难读字锦集
　二、识记现代常用汉字的字形
　附录一 常见二字、三字词语易错字锦集
　附录二 常见四字词语的易错字锦集
　附录三 常见易混字的辨析
　三、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附录一 常见标点符号中易错点举例
　附录二 标点符号的书写位置
　四、正确使用词语
　附录一 常见实词辨析
　附录二 常见虚词辨析
　五、正确使用熟语
　附录一 成语锦集
　附录二 新成语释义
　附录三 易混近义成语辨析
　附录四 有双重意义或色彩的成语锦集
　附录五 熟语锦集
　六、辨析与修改病句
附录 常见病句判断的角度与方法锦集
　七、扩展语句
　八、压缩语段
　九、选用、仿用、变换句式
　十、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方法
　十一、图文转换
　十二、语言表达规范
第二单元　文学常识和名句名篇
　一、识记文学文体文化常识
　附录 中国文学史上的并称
　二、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附录一 诗词名句锦集
　附录二 古文名词锦集
第三单元　古代诗文阅读
　一、理解文言文中常见实词的含义和常见虚词的用法
　 附录一 中学课本通假字锦集
　 附录二 常见古今异义双音节词语锦集
　附录三 18个重要文言虚词详解锦集
　二、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三、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四、文言文的分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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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古代诗歌鉴赏
　附录　诗词中常见的意象
第四单元　现代文阅读
　一、阅读基础知识
　二、论述类、说明类文本阅读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
　四、文学作品鉴赏
第五单元　作文
　一、新课标高考作文概述
　二、作文考试的评价等级（一）——基础等级
　三、作文考试的评价等级（二）——发展等级
　四、记叙文写作
　五、议论文写作
　六、说明文写作
　七、应用文写作
　八、几种常见的实用类文体写作
参考答案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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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无主句、独词句和省略句外，一般句子都要有主语，只有主语，没有谓语，话仍不完整。
有的句子谓语是及物动词，后面还必须有宾语。
这样，按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凡是应该有的成分而没有，就是句子的成分残缺。
句子成分残缺就会导致意思模糊不清，甚至不可理解。
　　a.主语残缺。
例如：看了“崇尚科学，批判邪教”的展览，使我有了很多感想。
这句话前一分句省去了主语，后一分句由于用了“使”，“我”便成了“使”的宾语，导致全句前后
两个分句都没有主语。
应去掉“使”，让“我”做主语。
　　b.谓语残缺。
例如：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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