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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言文作为一类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承载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也在高考语文试题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考察内容，高中语文教学应当立足把握文言文类作品

的基本内涵，结合新课改、新高考要求完成教学。因此本文以近三年新高考II卷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选

材特点、题型与分值分析、评分标准与参考答案三方面进行试题分析，掌握新高考文言文命题规律与方

向，再将统编版语文教材中与新高考试题中的文言文进行关联比对，据此，试图提出对高中语文文言文

教学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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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works, classical Chinese carries a rich and long histori-
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has also be-
come an indispensable investigation content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anguage test 
ques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
tio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test qu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selection, question type and score analysis, scoring standards 
and reference answers, grasps the law and direction of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new college en-
trance examination, and then correlates and compares the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unified ver-
sion of the Chinese textbook with the questions in the new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and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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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言文是高中语文学习中的一大重难点，也一直是高考的必考板块，要求教师在新课标的指引下，

结合新高考要求，讲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知识。同时，由于高考所选文言篇目几乎不来自于所学

原文，这就要求教师具有与文言文相关的大量知识储备，才能在课堂教学中避免就文讲文的情况。高考

试题中的文言文阅读原文虽不直接来源于语文教材，但其考点几乎都来自于语文教材中，因此，作为一

名高中语文教师，对高考语文试题的分析与研究是进行语文教学的重要基础，如何找到高考文言文阅读

与语文教材中的相关性是教师必须攻破的难点。 

2. 新高考 II 卷文言文试题分析 

为持续维护高考公平，突破传统育人模式，从 2020 年开始，部分原全国卷的考区进行高考改革，采

用新高考卷选拔人才。因此，对新高考文言文试题分析是更好适应新高考改革政策的必要环节。以

2020~2022 新高考 II 卷文言试题为例，从来源、体裁、篇幅等对选材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对题型与分值

进行分析，把握不同题型的特点与侧重点，最后，从评分角度入手，掌握得分要领，从三大方面把握文

言文阅读的命题方向与规律。 

2.1. 选材特点分析 

笔者以 2020~2022 新高考 II 卷为研究对象，对文言文阅读题选材特点(来源、体裁、篇幅)进行统计

分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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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examination questions selection in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olume II from 2020 to 2022 
表 1. 2020~2022 新高考 II 卷文言文试题选材特点分析表 

年份 卷别 来源 体裁 题材 

2022 II 卷 《后汉书·吴汉传》 记叙性散文，纪传体 忠君爱国 

2021 II 卷 《通鉴纪事本末·祖逖北伐》 记叙性散文，纪事本末体 爱国卫国 

2020 II 卷 《明史·海瑞传》 记叙性散文，纪传体 廉洁爱民 

 
由上表可知，新高考卷在选文来源方面已不仅限于以人物传记为主的“二十四史”。的确，“二十

四史”除本身具有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外，还具有极强的命题实用价值，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保持主

题清晰、人物突出、内容完整、结构清楚的特点，叙述较为完整的故事。因此，2020 年及之前全国卷选

文也均来自于以纪传体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但这也使文言文板块的考察呈现固定单向应试化的趋势。

随着新课改与新高考的改革，打破“二十四史”的选文局限也成为一大突破点。新高考卷的选材已不再

仅围绕“二十四史”，虽仍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但从根本上开始突破创新，给予了文言文选材更多

可能性，这也要求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方面不能只以纪传体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为主要学习

范围，扩大了知识范围，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从文学体裁来看，近三年全国 II 卷的文言文阅读都是记叙性散文，《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高中

生要能够阅读理解浅显的文言文，而记叙性本文在所有文本中可以说是最符合此类要求的体裁，具有叙

述较完整故事的能力，因此，选择叙事类文本也是情理之中[1]。但由上表可知，新高考卷已经打破人物

传记的统治地位，增加了纪事本末体的文本，叙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始末为主线，结合历史人物，而不局

限于考察人物传记，为教师的课堂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题材来看，新高考卷选材内容都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对于国家是爱国卫国，对于百姓是爱民利

民，这些选文内容都无不体现着历史人物的足智多谋、高风亮节、品德高尚，体现爱国爱民情怀。这也

是文言文学习的一大重点，除掌握专业的文言知识以外，还要究其根本，文言文中承载的思想内涵对当

今青少年的启示[2]。 

2.2. 题型与分值分析 

题型与分值分析也是试题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掌握题型与分值是进行高考复习的前提，把握不

同题型与分值才能有所计划的进行针对性复习，参照分值情况合理规划复习时间。 
笔者将 2020~2022 新高考 II 卷文言文阅读部分的题型与分值进行统计，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of question types and scores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olume II from 
2020 to 2022 
表 2. 2020~2022 新高考 II 卷文言文题型与分值情况分析表 

年份 卷别 
题型与分值 

总分 
客观题 分值 主观题 分值 

2022 

II 卷 

断句、文常和实词、内容理解 3 + 3 + 3 翻译 + 简答 8 + 3 20 

2021 断句、文常、内容理解 3 + 3 + 3 翻译 + 简答 8 + 3 20 

2020 断句、文常、内容理解 3 + 3 + 3 翻译 + 简答 8 + 3 20 

 
由上表可知，新高考 II 卷在文言文阅读部分主要有五道题，分别为客观题与主观题，客观题分布在

前三题，主观题分布在后两题。客观题围绕断句、文言常识(可能会穿插文言实词)与内容概括，主观题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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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翻译与简答题。可以看到，新高考卷相比传统的全国卷增加了简答题，这意味着文言文的考察除“言”

以外，更重视对“文”的考察，要求读懂文言文并能够概述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教师与学生，

不仅要重文言知识，还要重文意理解[2] [3]。 

2.3. 评分标准与参考答案分析 

除掌握试题命制特点外，评分标准与参考答案也是常被忽视但必须研究的部分。参考答案是评分标

准的最终体现，是反应对学生各项能力和素养的要求体现，特别是主观题，更需要知道每道题的得分点，

以此在语文课堂中更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文言能力与素养。而承担评分标准的参考答案得分点主要围绕

“识记”“理解”与“归纳”“分析”两个层级。 

2.3.1. “识记”“理解”类答题思路分析 
从三套试卷的参考答案中可以看出，“识记”记的是文言词义、文化常识，“理解”解的是文章大

意，以翻译题最为显著。例如 2022 年新高考 II 卷第 13 题，考察了“让”“数”“鲜”等文言实词并要

求准确翻译，而其均出自于高中语文教材中，要求学生在语文教材学习过程中积累熟记实词所有出现的

意义，并在翻译时结合文意理解准确找出其意义，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迁移运用。 

2.3.2. “归纳”“分析”类答题思路分析 
对文本信息的筛选、归纳与分析都需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以题干为指南在原文中筛选目标信息。例

如 2022 年新高考 II 卷第 14 题，本题考察能力是归纳内容要点，先从题干中找出定位，即“吴汉的木讷

与刚毅”，进而对原文内容梳理，哪些事件能体现木讷与刚毅，再对其进行归纳，参考答案中也提出根

据原文所体现之处分析组织语言即可。这类能力的考察看似简单实则要求很高，归纳组织语言较为简单，

但怎样才能在原文中全面准确的定位是一大难点，这要求学生不仅要读懂还要读透[4]。 

3. 新高考卷文言文考点与语文教材关联分析 

高考试题是对高中所学知识的总结，是对学生学习结果与能力的检验。就文言文阅读部分而言，新

高考试题中的文言文选篇与教材关联性极低，但所考知识点都是学生对教材文言文学习后的文言素养(除
直接来源教材的考点)，因此，除分析高考试题了解命题规律以外，更重要的是将考点与高中语文教材进

行关联研究，才能在语文教学中更好地因势利导。 

3.1. 试题选材特点与语文教材 

新高考卷中文言文阅读在选材方面与高中语文教材的关联度为中等，主要体现在选材来源、体裁与

题材几方面。 
如上表 1 可知，就选材来源而言，文言文阅读选文均为课外篇目，与高中语文教材的重复率为 0%；

就选材体裁而言，均为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而纪传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有所涉及，此外，在 2022 年的

新高考Ⅰ卷中，文言文选篇来源于《战国策》，这也预示着 II 卷的选文方向；就选材题材而言，都围绕

卫国爱国、利民爱民，也是语文教材中覆盖最广泛的一类题材。 

3.2. 试题考点与语文教材 

新高考 II 卷中试题考点与教材关联度最高的是翻译题，翻译题中的文言实词与句式大都为教材中所

涉及；而文学常识的考点几乎都不直接来源于书中，更多体现在课外的积累；断句与简答等也主要考察

学生对文本本身的理解，但要对文本理解的前提也是疏通文意，文本本身所覆盖的文言知识几乎都来源

于教材所学，因此，虽无直接联系，但实际上与教材的关联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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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以新高考 II 卷为主的试题考点与教材中的文言文表面关联度较低，但都与教材有着紧密

的联系，不直接来源于教材的也依然建立在教材文言文的学习之上，因此，在文言文的课堂教学中，不

仅要把教材所涵知识讲懂讲透，还要适当补充其他文言篇目，培养学生积累、迁移知识的能力[5]。 

4. 基于新高考语文试题研究对高中文言文的教学建议 

基于以上对新高考 II 卷的分析，笔者从以下三个角度提出一些对高中文言文教学的一些启示。 

4.1. 回归语文教材，夯实知识基础 

新高考对文言文的知识考察是对教材知识学习的成果检验，并且新高考的考察知识点最终都来源于

语文教材，当然，也并非是对基础知识的直接搬运。笔者将高考文言文试题分为两大能力考察类，一类

是知识点的积累理解，如实词虚词、句式、文化常识；2022 年新高考 II 卷里第 11 题考察古代军事术语、

古今异义、特定称谓等知识，这都是在平常语文学习中对知识点的积累理解。一类是知识点的运用能力，

主要体现在对问题的归纳分析能力，以简答题为主，而知识点运用也基于对知识点的积累与理解。2020、
2021 与 2022 年新高考 II 卷里第 12 题与第 14 题都是考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以 2022 年为例，第 12 题

虽考察对文意的理解，但需要对文章进行释义理解，再根据问题进行分析，而第 14 题就主要考察学生对

文本内容的归纳能力，但也基于对文本的理解，若不能对文本进行翻译，那也无法归纳分析问题了。因

此，回归语文教材，围绕教材中所覆盖的知识点进行持续夯实巩固，在课中教学中要有意识的强调基础

知识，在课后教学中要围绕教材内容布置课后练习，不断理解、梳理与运用基础知识，同时，要定阶段

的对基础知识进行串联巩固，找到知识点的共性联系，引导学生摆脱传统的死记硬背。 

4.2. 革新教学观念，强调“文”“言”并重 

一直以来，文言文的“言”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侧重点，“言”是学习文言文的重中之重，

学生对文言文实词虚词、固定和特殊句式的掌握程度是理解“文”的基础，无“言”也无“文”，“言”

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如此，教师教学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分析“文”的能力。由表

2 可知，新高考文言文阅读相比以前的全国卷增加了一道简答题，简答题基本上考察的是分析原因、筛

选综合信息的能力，如 2022 年新高考 II 卷里第 14 题考察文本内容要点的归纳，要先通过题干的指向先

对文本筛选梳理，准确找出能体现吴汉木讷刚毅的事件并分析，再将其组织归纳即可。又如 2021 年新高

考 II 卷里第 14 题考察原因分析能力，同样先根据题干在文中定位，结合前后文找到原因体现，再对其分

析即可。这类题目是检验学生是否能在读懂文本的基础上还能筛选信息归纳要点分析问题的能力。简答

题的增加是新高考对传统全国卷文言文知识考察的一大突破，新课标强调文言文的学习应注重对文本整

体的理解，要求学生应真正读懂文言文文意而非依靠翻译技巧应对题目，新高考的改革以及新高考卷的

命制是顺应新课标的显著标志。 
因此，新高考的改革也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警示，教师自身不仅要树立“文”“言”并重的观念，更

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对“文”的分析。 

4.3. 迁移试题考点，重视课中教学 

高中文言文是语文学科的一大板块，随着新课标、新高考改革，原全国卷考区已逐渐采用新高卷，

原人教版教材也将由统编版新教材取代，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文言文占比相比人教版高，选材内容也更

为广泛。高考属于选拔性考试，几乎不会考现题，试题考点除文言实词以外虚词以及文化常识以外不会

考察教材原文，但考点知识全都来源于教材，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思考怎样培养学生将课内所学

知识迁移于课外，即怎样在新的文本情境下运用所学知识读懂文本、分析问题的能力。为更好的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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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适应新课改与新高考，这些能力的培养如何通过课堂教学实现是教师教学不容忽视的问题，并且要

利用课堂完成方法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这就需要充分利用语文教材[6]。 
教材每一篇文言文都有其选编意义，不同的篇目有其侧重学习点，也包含对学生相关思维能力的培

养。如学习《答司马谏议书》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王安石是怎样驳斥司马光的观点？达到了怎样

的目的？”；学习《烛之武退秦师》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总结：“烛之武退秦师的方法有哪些？”，

这些问题都是培养学生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还能根据不同问题筛选、总结、分析本文、组织语言的能

力，也是新高考文言文的一大考察点[7]。 
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有意识的适应考点要求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相关能力，但不能仅限于

应试教育教学。考点的设置是为了检验学生学习成果，而非为了考点而学，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教会学生掌握方法，提高深度思考问题的能力才是最为关键的任务，既满足应试要求，也达到

了育人的目的，这才是文言文教学的意义[6]。 
新高考改革是适应时代的必然措施，随着新高考卷的普及，研究新高考试题是更好适应改革的必要

环节。本文在新高考卷文言文阅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新课改与语文教材，以 2020~2022 年新高考 II 卷
文言文试题为例进行分析研究，了解新高考的命制特点。从高考文言文试题出发，探寻与语文教材中文

言文的关联之处，为更好适应新高考改革与新高考卷的变化，提出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可参考的一些启

示，希望能转变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达到文言文学习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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