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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考语文试题中，文学类文本阅读始终是考查的重点和难点。近五年，文学类阅读的考查日趋成熟，

成为了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占分值也较高，而如何在此类题型中取得高分是考

生语文成绩取得突破的关键。本文将从2017~2021年高考语文全国卷文学类阅读的试题出发，在语文核

心素养和高考评价体系的指导下，对相关的题目和考查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再从教师、学生、试题三个

角度提出有效的高分应对策略，并结合试题预测探究文学类阅读试题的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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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iterature text reading is alway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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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In recent five years, the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read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reading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
nation, accounting for a high score. How to get high scores in this kind of questions is the key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Chinese score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literature reading ques-
tions of the 2017~2021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hinese national pap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hinese core literacy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alyze the re-
lated topics and examination content, and then put forward effective high score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corresponding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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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考语文试题是检测学生高中阶段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方式，更是国家教育选拔人才的必要手段。

随着 2017 年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我国的高考语文试题也越发的成熟，文学类阅读也由选考题型成

为语文现代文阅读的必考题型之一。所以，必须对此类题型引起高度的重视，在把握题型和考点的同时，

也要提高文学类文本阅读和鉴赏的能力，这样才能在考试中做到高分的突破。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把

近五年全国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作为研究的对象，对 2017~2021 年的高考语文全国卷的相应真题进

行深入的分析，从《高考评价体系》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出发，从三个角度提出相

应的高分应对策略，并对文学类阅读的高分答题技巧进行探究。 

2. 高考文学类阅读试题分析 

文学类阅读是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部分的必考题型，一般设置 3 个问题，由一个客观选择题和两个

主观论述题构成，赋分在 14~15 分之间，该部分试题对考查现代文阅读能力十分重视，同时文学类文本

阅读在现代文阅读的三大板块中，所占分值也较实用类文本阅读和论述类文本阅读高，故它是现代文阅

读部分取得高分和语文综合成绩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以下根据近五年的高考全国卷文学类文本阅读试

题做一个具体的图表，将试题按年份、卷别、题目、作者、题型、分值、体裁来进行整理，绘制表格如

表 1。 
 

Table 1. 2017~2021 literature reading questions 
表 1. 2017~2021 年文学类阅读试题 

年份 卷别 题目 作者 题型 分值 体裁 

2017 年 

I 卷 《天嚣》 赵长天 1 选择 + 2 简答 14 (3 + 5 + 6) 小说 

II 卷 《窗子以外》 林徽因 1 选择 + 2 简答 14 (3 + 5 + 6) 散文 

III 卷 《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1 选择 + 2 简答 14 (3 + 5 + 6)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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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8 年 

I 卷 《赵一曼女士》 阿成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II 卷 《有声电影》 老舍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III 卷 《微纪元》 刘慈欣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2019 年 

I 卷 《理水》 鲁迅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II 卷 《小步舞》 莫泊桑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III 卷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2020 年 

I 卷 《越野滑雪》 海明威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II 卷 《书匠》 葛亮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III 卷 《记忆里的光》 蒋子龙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散文 

2021 年 
甲卷 《当痛苦大于力量的

时候》 王小鹰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散文 

乙卷 《秦琼卖马》 谈歌 1 选择 + 2 简答 15 (3 + 6 + 6) 小说 

2.1. 高考文学类阅读试题题型分析 

通过表 1 发现，从 2017~2020 年均采用的是全国卷 I 卷、II 卷和 III 卷的形式，但 2021 年则改变了

之前三套试卷的考核形式，新采用的试题仅全国卷甲卷和乙卷两套。 
从试题题型上看，近五年一直沿用“客观选择题 + 主观论述题”的模式，其中客观选择题为一道，

所占分值为 3 分，主观论述题有两道，以简答的形式呈现，所占分值由 2017 年的“5 + 6”分，到 2018
年上升到“6 + 6”分，往后一直维持稳定状态。从分值变化上也可以看出，试题加大了对主观论述题的

考查力度，这也要求广大师生群体必须提高现代文的阅读的能力。 

2.2. 高考文学类阅读试题材料分析 

近五年全国卷共收录了 14 套试题，相应的文学类阅读选文也有 14 篇，通过表格对比分析，我们可

以对试题选材规律有一定的把握。 
从体裁上看，均选择采用的是小说和散文两种体裁，其中小说有 10 篇，散文有 4 篇，由此可见近五

年考查体裁以小说为主，但是散文也是常考题型，不容忽视。另外，文学类文本其实包括诗歌、小说、

散文、戏剧四种基本形式，但近年来仅一直沿用小说和散文两种考查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容层次更

加丰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更有利于考查评价和联系社会实际来体现人文关怀[1]。 
从作者方面看，每一篇文章均来自不同作者的笔下，有的为学生所熟知，但有的也极为陌生。但是，

仔细甄别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现当代文坛上已经熠熠生辉的人物或者是正在冉冉升起的新秀，像老

舍、鲁迅等大家考生应该都耳熟能详，但如何士光、蒋子龙、李娟等人则更多地活跃在当代社会的视野

里。这其中，还有两位来自国外的近代著名作家，他们分别是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海明威，可见文学

阅读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作品。所以，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试并没有超出我们的学习范畴，只是需要考

生不断地阅读和积累，扩充相关的知识面，以便更好的把握和鉴赏文本[2]。 

2.3. 高考文学类阅读试题考查内容分析 

根据《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对语文学科高考考核

的目标与要求，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核内容主要是阅读和鉴赏中外文学作品。而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

又包括了对形象的感知，对重要语句的品味，对文本内容和艺术表现力的分析，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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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情感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作者所传达的价值审美和人文情怀的探究[3]。从语文核心素养上讲，文学

类阅读考点注重从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探究四个层级来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4]，这四种能

力落实到具体的题目中，又可以在不同的文本中发现共同的特质，均要求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隐

含的规律或原理，能够对学科基本知识进行结构化理解[5]，以下便是对相关考查内容做的具体地调查统

计，如表 2： 
 

Table 2. 2017~2021 literature reading test questions 
表 2. 2017~2021 年文学类阅读试题考查内容 

考查内容 考点 年份 卷别 题型 数量 比例 

理解能力 

理解概念含义 2017 II 卷 简答题(2) 1 

17.39% 
理解句子含意 

2017 I 卷 选择题(1) 

7 

2017 II 卷 选择题(1) 

2017 III 卷 简答题(3) 

2018 I 卷 选择题(1) 

2020 II 卷 选择题(1) 

2019 III 卷 选择题(1) 

2021 甲卷 选择题(1) 

分析能力 

分析作品结构 

2017 I 卷 简答题(2) 

7 

41.30% 

2018 I 卷 简答题(3) 

2019 III 卷 简答题(3) 

2020 I 卷 简答题(3) 

2020 III 卷 简答题(2) 

2021 甲卷 简答题(2) 

2021 乙卷 简答题(2) 

概括作品主题 

2018 II 卷 选择题(1) 

6 

2019 II 卷 选择题(1) 

2020 I 卷 选择题(1) 

2019 III 卷 选择题(1) 

2020 III 卷 简答题(3) 

2021 甲卷 简答题(3) 

分析题材特征和

表现手法 

2017 I 卷 简答题(3) 

6 

2017 II 卷 简答题(3) 

2019 I 卷 简答题(3) 

2019 II 卷 简答题(2) 

2019 III 卷 选择题(1) 

2019 III 卷 简答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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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 
评价能力 

语言表达艺术 

2017 III 卷 简答题(3) 

6 

30.43% 

2019 III 卷 选择题(1) 

2018 II 卷 简答题(3) 

2019 III 卷 选择题(1) 

2020 III 卷 选择题(1) 

2021 乙卷 选择题(1) 

人物形象魅力 

2018 I 卷 简答题(2) 

7 

2018 II 卷 简答题(2) 

2018 III 卷 简答题(2) 

2019 I 卷 简答题(2) 

2020 I 卷 简答题(2) 

2020 II 卷 简答题(2) 

2021 乙卷 简答题(3) 

探究能力 

民族心理和 
人文精神 

2018 III 卷 简答题(3) 
2 

2020 II 卷 简答题(3) 

创作背景 
和意图 

2019 I 卷 选择题(1) 2 

10.86% 2019 II 卷 简答题(3) 2 
个性阅读和 
创意解读 

2017 III 卷 选择题(1) 1 

注：比例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根据上表所提供的信息可知，近五年 14 套文学类阅读一共有 42 道试题，其中考查最多的是学生的

分析能力，试题占比已经达到了 41.30%，其次就是鉴赏与评价能力的考查占比达 30.43%，其中人物形象

的艺术魅力的考查又在所有考查题目中出现频率又最具典型性，然后就是理解能力占比 17.39%，最后才

是探究能力占比 10.86%。由数据发现，试卷对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评价能力考查更加频繁[6]。 
综上所述，近年来全国卷的考查题型已经基本成熟，考点也有一定的凸显性，分值也较为稳定。所

以，这些数据也更有利于我们明确高考文学类阅读的重点，为帮助学生备战语文高考做好充分准备。 

3. 高考文学类阅读高分标准探究 

文学类阅读试题是在语文核心素养的指导下，对学生“高质量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

必须具备的能力”的检测，以此来“区分学生综合能力水平的高低，引导基础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

养”。然而在庞大的题目中，文学类阅读能够分配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和

高分参考答案，对文学类阅读的高分标准进行探究，从局部帮助语文成绩的有效提高。下面将从规范答

题的表述原则、高分真题举例分析两个方面来剖析文学类阅读的高分标准。 

3.1. 文学类阅读规范答题的表述原则 

忠实于题干。题干包含了题目的要求和所需的答题信息，如表述的范围、角度和表达方式等，审清

题干是做好阅读题的前提条件。 
忠实于原文。现代文阅读的问题答案往往都在原文之中，不要凭空想象，主观臆测。即使有些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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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出原文组成答案，也要弄清语境，得其要旨，不能自由发挥，离题千里。 
忠实于语言规则。阅读题的答案表述要做到要点全面，内容精确，用词准确，语言简洁，选择并重

组关键词句，尽量用精练的语言表达最多的信息。 
根据赋分分点分条答题的原则。一道题配置多少分，是给学生如何答题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暗示。

比如某道题配给 2 分，则只需答出概括内容或在原文中寻找恰当的语句进行合理提炼压缩即可。 

3.2. 高考真题例题分析 

2021 年全国卷乙卷《秦琼卖马》样题示例：(选文略) 
1.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王超杰说话多是“笑道”，唱的戏词则是“珠泪洒下”“两泪汪”，这种细节写出了他当时的处

境与心态。 
B. 杨成岳当着张小武的面，把重金买到的六件瓷盘掸落地上，这一转折将故事推向高潮，也使杨成

岳形象更为饱满。 
C. 小说语言比较独特，用语考究，古朴典雅，对话不用日常口语，有种舞台味道，与人物的身份地

位极为相符。 
D. 小说从立秋这天的知了鸣叫写起，以“门外已经是秋风一片”收尾，借秋意加深来传达人世的苍

凉之感。 
2. 王超杰为什么选择《秦琼卖马》的唱段，且唱得壮气不足？请简要分析。(6 分) 
3. 买卖瓷盘的过程中，杨成岳的心理发生了哪些变化？请结合作品简要说明。(6 分) 
(1) 选项中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应该是“C”项，具体分析如下： 
本题是在理解故事情节内容的基础之上，对小说的语言表达艺术进行考查的题型，主要需要理解“对

话不用日常口语，有种舞台味道”的描述是否符合小说的对话内容，可以根据原文的人物语言描写来进

行反推。以第一段为例，“‘我找韩定宝先生’‘韩老板已经去世三年了’‘现在的老板是杨成岳先生’

‘我想见一见杨老板’‘您就是王超杰先生啊。您稍等’”都是人物对话，用的都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日

常用语，没有舞台味道，对话语言通俗自然。也比如杨成岳的话“王先生一定要卖，就请说一句落底的

话吧”这也是一句亲切生动，贴近生活的日常用语，所以该选项不正确。 
(2) 参考答案： 
① 借物抒情；借唱《秦琼卖马》来抒发胸中郁闷之情。 
② 将自己卖瓷器与秦琼卖马类比，希望有人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③ 唱得壮气不足，更真实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感受。(可引用原文语句，言之有理皆可)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情节安排和语段设置作用的理解分析能力。根据本题赋分 6 分可知，答案应

该有三个点，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首先，结合“胡琴响起，王超杰就唱起来：‘店主拉过了黄骠马，

不由得秦叔宝珠泪洒下……’‘王先生唱得字正腔圆，只是悲凉了些，壮气不足”分析，王超杰在借唱

《秦琼卖马》来抒发胸中郁闷之情，适逢生活同秦琼一样，因无奈被迫变卖心爱之物，生活落魄，有感

而发。然后，结合“超杰此次来保定不是卖马，而是卖瓷器。只是杨老板不肯成交啊”分析，得出他将

自己卖瓷器与秦琼卖马类比，希望有人帮助自己渡过难关，以此来换取同情心，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

最后，根据“王超杰笑道：‘秦叔宝到了那时，壮志不减也得减了。毕竟不知道单雄信能够出来啊’三

人都笑了”可知，唱得壮气不足，更真实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感受，生活不顺，再也无法与曾经的意气风

发相提并论。 
(3) 参考答案：① 先是无意购买；他看出瓷器是赝品，却并不说破，以“小本生意”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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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然后是有意相帮；表示再想想，留下王超杰并细心安排吃住。 
③ 最后决意相帮；出于对戏剧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让他知假买假，慷慨解囊。(可引用原文语

句，言之有理皆可)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概括心理变化脉络的能力。同样，根据本题赋分 6 分可知，答案应该还是

分为三个要点。首先，结合小说的第六段和第七段的对话内容和最后“杨成岳点头笑笑:‘本店小本生意，

实在不好言价了。还请王先生体谅’”分析可知，杨成岳一开始是无意购买的，但不好意思直言，又以

“小本生意”为由婉拒了。然后，结合第七段“杨成岳道：‘买卖不成仁义在，先不说价钱，容我再想

想。’王超杰起身告辞，杨成岳却一定留他吃饭。吃过饭，又给王超杰找了一家上等客栈，店钱饭钱都

由园艺斋开支”分析可知，杨成岳对王超杰的遭遇心生不忍，由无意购买变成“再想想”，并细致周全

的帮忙安排吃住。最后，结合第八、九、十这三段分析，杨成岳由王超杰的《秦琼卖马》唱词间接了解

了王超杰的经历，越发同情并决意相帮，从“杨成岳沉吟了一下：‘王先生一定要卖，就请说一句落底

的话吧’”可以看出，另外，在钱货两讫之后，猛一挥手将瓷器摔碎可知，他已经看出瓷器是赝品，却

知假买假，并不说破，还唱起苍凉的唱段，可见他也对戏剧充满热爱，对人生有许多的感悟。 

3.3. 高考文学类阅读高分标准 

通过对 2021 年文学类阅读的真题列举分析，我们可以在结合规范答题原则的基础上，“对不同层面

的知识、能力、素养能够纵向融会贯通，了解必备知识与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之间是紧密相

连、具备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对高分标准做出探究。 

3.3.1. 紧扣题意，选择模式 
面对主观题所提出的问题，应该做到“问答一致”，题目问什么就答什么，使问与答形成一一对应

的关系，不要天马行空，肆意想象。同时，根据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问题，要选用合理的答题模式，像

上述例题中王超杰唱《秦琼卖马》采用的是借物抒情的表达方式面对题目“请简要分析”的要求，我们

不可能只靠这四个字就得到该点的满分，同时我们还要选择合理的答题模式来展开分析，如本题就该选

用“表达方式 + 结合原文概述或引述分析 + 抒发了……的感情”来规范答题。 

3.3.2. 忠实原文，优化整合 
文学类阅读选择题的答案一般就在原文中，只需根据选项来一一对照分析，便可以排除出哪些答案

在凭空捏造或歪曲原义的理解。而简答题也可以在原文中找到相关的语言或关键词语来整合出人物的性

格形象和表现手法的作用等问题所在，但切忌完全对文本一字一句的原搬原套，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答案

在有充分的佐证与依据的同时，也能够在只有几根横线的答题区以最简洁的话语表达最准确最充分的意

思。 

3.3.3. 综合分析，分点表达 
论述题的解答始终是文学类阅读的重头戏，而如何使简答的内容更加合理明晰，分条分点表达原则

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由图表 2 可知，现下论述题一般采用“6 + 6”的赋分形式，而参考答案给的参照无

一不是分三点分别作答，同时对该要点作了简洁明了的分析，以此类推，要想取得高分，就必须抓住评

分中“按点给分”的要求，以“点 + 分析”的形式组织好答案，让简洁精炼的答案能够从形式上和内容

上得到阅卷老师的认可。 

3.4. 高分答题技巧 

随着文学类阅读的成熟，该部分的难度也越发加大，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掌握两种题型的解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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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从选择题和简答题两个方面提出高分答题技巧。 

3.4.1. 选择题选择技巧 
通过对试卷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选择题均采用统一的提问模式，“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它主要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即关键语句含意的理解分析能力，

以及对作品主题和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的鉴赏能力，其常见的错误点有以下几种： 
① 过度解读词句的含意，对内涵无中生有。 
② 筛选信息琐碎杂糅，有理却无据，脱离文本。 
③ 对人物形象鉴赏不当，主观臆造。 
④ 主旨解读片面化，对文本全局没有定位。 
这些都是文学类阅读选择题中常出现的一些误区，要在明确解题方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抓住错误

的尾巴。首先，对文本内容需要有足够的了解，并对体裁作者等相关知识有一定的认知，然后再根据问

题审题，将选项的内容回归至文本，仔细对相关内容一一对应，找出不符合文意的歧义之处，明确错误

所在。如此，从文本意识和整体意识出发[7]，对相关选择题就能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掌控了。 

3.4.2. 简答题答题技巧 
从历年的考试选材来看，考查的体裁只有小说和散文两种，但简答题的题目已经在四大能力的范围之

内分散出了无数的考点。下面就分别从小说和散文两方面考查的重点来谈谈答题技巧，具体见表 3、表 4。 
 

Table 3. Short answer skills for novels 
表 3. 小说简答题答题技巧 

考点 题例 解题分析 答题技巧 

人物 揣摩小说的 
人物形象 

分析时要与原文紧密 
结合，根据具体的人物 
语言、行为、身份来 

总体把握。 

第一步：明确方法：语言描写、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等， 
突出性格特征，具体内容分析。 

第二步：明确作用：对比、衬托，突出人物形象特征。 
第三步：答题方法：特点与文本内容分析一一对应。 

环境 

文中划线自然环境 
描写的作用？ 
开头社会环境 
交代的意义？ 

这类题型要求把握环境 
描写对情节发展、 

人物塑造、主题展现的 
不同的作用，并结合 
文本内容具体阐述。 

第一步：把握考查的范围，界定社会环境或是自然环境作用。 
第二步：对考查的相关点：背景、形象、情节、主题、基调、

照应等进行筛选，找出符合题意的答题点。 
第三步：点与文本内容分析一一对应。 

故事情节 把握小说的 
故事情节 

关注与情节有关的 
小说的结构、线索、 
叙述角度和叙述方式 

与其关联。 

第一步：明确考查的内容是什么。 
第二步：选择合适的答题模式。 

a. 结构：短篇小说的结构一般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

局四个部分。 
① 全文：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可读

性。② 首尾：首尾呼应，使结构紧密，卒章显志。③ 开头：

倒叙，起到制造悬念的作用。④ 中间：插叙，承上启下；

⑤ 结尾：戛然而止，留下空白、出人意料、悲剧、喜剧式

等。 
b. 线索：小说的线索是贯穿全篇的中心事物或事件。 

c. 叙述角度：要关注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别，

第一人称“我”使小说故事更具真实感和冲击力。 
d. 叙事手法 

① 顺叙 ② 倒叙 ③ 插叙 ④ 补叙 
第三步：点与文本内容分析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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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主题 概括小说的标题 
的作用 

理解小说标题的含义， 
与文本其他要素的联系，

再总结作用。 

第一步：联系文本，掌握标题的含义。 
第二步：具体分析其对文本的作用。 

a. 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事件) 
b. 贯穿全文，起线索作用 

c. 点明时间、地点，创设故事背景，渲染气氛，奠定基调。 
d. 交代主要人物形象 

e. 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f. 揭示小说主旨，深化主题。 

g. 具有象征意义(或者用比喻、双关等手法)对表达主题有画

龙点睛的作用。 
h. 表明作者的观点态度，寄托作者情感。 

第三步：选择符合的知识点，结合文本内容分点具体阐述。 

语言特色 品味具体句子的语

言特色 

除了语言特色，结合 
文本内容分点具体阐述 

也很重要。 

第一步：提炼总结语言特色。 
第二步：结合具体表现内容具体举例分析。 
第三步：升华语言所传达的情感或主旨。 

写作技能 分析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要结合 
文本内容分点具体阐述 

第一步：明确表现手法、表达方式或人称的应用。 
第二步：结合具体表现内容分析。 
第三步：分析技巧运用的作用。 

 
Table 4. Short answer skills for essay 
表 4. 散文简答题答题技巧 

考点 题例 解题分析 答题技巧 

行文脉络 
梳理文章的 
行文脉络或 
心理变化 

这类是作者按照一定的

条理表达思想的路径、 
脉络，是作品的整体 
构思布局，行文思路 
分析就是梳理分析作者

的这一构思布局。 

第一步：审读题干，把握要求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

确认题目是要求直接梳理行文思路，还是要求梳理 
人物心理(感情)变化。 

第二步：通读全文，梳理结构要根据题目要求和 
文本具体内容，或侧重划分层次，或侧重找寻线索，

或侧重梳理心理(感情)变化。梳理时要注意勾画圈点 
关键词或关键句。 

第三步：分条陈述，规范作答 

线索作用 把握文章的 
线索作用 

从结构和内容 
两方面结合分析 

第一步：结合内容，找出线索。 
第二步：从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分析线索的作用。 

第三步：结合具体内容分开阐述。 

理解词句 体会文中 
画线句子的含意。 

从内容、结构、 
表达效果几方面来 

分析。 

第一步：明确句段位置，读懂句段内容因为不同位置

的句段在文中的作用有所不同，明确句段位置就显得

特别重要，而读懂句段内容又是分析句段作用的前提。 
第二步：确定分析角度，结合文本分析依据句段位置，

确定对句段作用分析的角度，然后结合文本具体内容

分析作答。 

表达技巧 对表达方式的鉴赏 注意审清题目， 
理清方法，对号入座。 

第一步：审清题型，明确题干要求。 
第二步：界定针对范围，落实分析。 
第三步：明确角度，清楚答题方向。 

语言特色 理解遣词造句的特点 体会行文的风格， 
品味语言的韵味 

第一步：从具体角度概括特点。 
第二步：结合文本具体表现举例分析，紧扣内容。 

第三步：分点表述，形成合理的顺序。 

注：后三点小说也适用，但散文更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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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考文学类阅读高分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对近五年真题的统计分析，对高分标准的探究和对学生失分原因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

可以得出更好地应对策略，以下就是从教师方面、学生方面和试题方面对文学类阅读提出的高分应对策

略。 

4.1. 教师方面 

4.1.1. 加强对教材相关体裁课文的深入挖掘 
小说作为文学类阅读考查的体裁，并没有直接脱离我们的教材，相反在我们的教材中也是作为常客

的身份经常出现，故之前在对试题材料的分析中才要说它们于考生而言并不陌生。例如，在语文教材必

修 2 第一单元中的《荷塘月色》《故都的秋》《囚绿记》三篇散文，必修 3 第一单元中的《林黛玉进贾

府》《祝福》《老人与海》三篇小说，都堪称为该体裁中的经典。同时，从课后的研讨与练习也可以发

现，它们与我们的考试题型十分相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散文中反复出现的练习有理解句子的含义，

鉴赏语言的表达效果，还有个性阅读的探究等，而小说则以人物形象分析，情节设置的作用，理解句子

的含意和探究创作背景和意图更为集中[7]。所以，高考语文的文学类阅读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

围，它只是在忠于教材的基础上高于教材。因此，在平时的语文学习中，老师要从挖掘教材着手，更好

的重点和考点与教材紧密联系起来[8]。 

4.1.2. 拓宽阅读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在现代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整个课程的主导者，应该发挥好自己引导者的角色，在教学

过程中帮助学生扩宽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根据之前对学生失分原因的分析，学生在面对相同题型的不同

提问方式时，往往因为思维的僵化不能对问题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从而无法正确运用答题模式。所以

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老师的提问方式不能只停留在最基本最直接的形式，需要同高考一样与时俱进，

用具有新颖性和深度性的引导方式来帮助学生锻炼思维，防止学生因长期的固定提问模式思维僵化。同

时，要从高一年级开始合理安排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毕竟高中的学习时间紧迫，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单独进行课外阅读，需要老师帮助学生筛选出长度适宜、内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来增加学生的阅

读储备[9]。 

4.2. 学生方面 

4.2.1. 培养阅读习惯，拓宽知识视野 
文学类阅读应该需要多从课外阅读中汲取经验的土壤，像近年来的试题已经跳出了书本的历久经典、

耳熟能详的选材范围，更多的是面向近现代的发展潮流，越发的青睐去选择现阶段正在崛起的新作家群

体和符合当代社会主流文化的作品，而一心深埋教材和题海的考生往往对这些作家作品的风格都完全不

了解，视野依旧停留在名家名流的风格里，可能在大体方向的界定上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因为陌生压力

倍增而打乱答题节奏。 

4.2.2. 调整学习方法，合理安排时间 
受其他科目的影响，许多学生面对文学类阅读的时候也会进入题海战术的误区，盲目的希望通过短

时间的努力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完美蜕变，实则这种方法最不可取。“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极强的

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其基本的特点”，它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在实践活动和语言环境中得

到提升。题海战术只会让学生在语文试题的灵活变化中屡屡受挫，不但无法实现高分的突破，更可能在

盲目刷题的弯路上丧失自信。文学类阅读题型与其他理科科目不同，每一次的考题不会有固定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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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每套试题都从未选过相同的材料，更不可能有问题可以把公式原搬原套。文学类阅读需要在精炼的

基础上，对相关知识点进行积累，并在对问题再认得基础上对考查的内容合并同类项，不需要将太多的

时间浪费在无效题库上。 

4.3. 试题方面 

4.3.1. 模拟练习，真题反思 
2017 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要求“通过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实

践，积累言语经验，把握语文运用的规律，学会语文运用方法，有效地提高语文能力”，除了学习方法

的调整，做题也是必须的，毕竟高考不是纸上谈兵，但做题贵精不贵多，做的题太多太繁杂反而容易破

坏我们原本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针对模拟练习题，要在做题中鉴别它的价值，并对题目反复观察，总

结不同题目的相似性和相似题目的差异性，并对题目分类合并，根据自己的学习方法总结出最实用的笔

记，帮助自己回顾反思。而为数不多的高考真题，作为语文选拔性测试的精华，更需要我们去反复练习，

多次解构，并对题目的考查内容和答案的模式框架仔细分辨，再将知识点分类细化，对考点的各种变化

能够灵活的应对[10]。 

4.3.2. 灵活应对，端正态度 
文学类阅读试题中，每一次考试的选材内容不同，试题的难易程度也定不相同。面对简单的试题，

考生更应该引起重视，毕竟这时的高分突破更需要越发仔细和一颗平常心；而面对较为困难的试题，则

更应该放平心态，保证水平的稳定发挥。除了好的心态，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状态，无论大小考试，都应

该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将平时的考试视为高考，这样才能在高考场上以平稳的状态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同时要注意个人压力和精神的调整，以及生活上健康的作息和均衡的营养，不能力图在所谓的冲刺时间

内急功近利，应当按照学习计划有序的安排自己的时间，才能以最佳的状态去面对考试。 

5. 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类阅读作为高考的重点题型也理应倍受重视。纵观本文，首先对 2017~2021 年全国

卷文学类阅读试题从题目、作者、题型、分值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性的分析，再于此基础上对考查内容进

行归类和细化，然后结合该类题型阅卷的高分标准和学生失分原因的具体实例剖析，后从教师、学生、

试题三个方面对高分应对策略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性措施，最后结合本年度最新的高考预测样题对答题技

巧进行总括，希望对备战高考的学子们有所裨益，收获一个更加满意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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