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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14～2015 年全国各地高考语文卷散文阅读真题，从答题流程方面加以分析，总结归纳高

考散文阅读题的答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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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散文阅读题的答题流程
◆考试观察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卷看，高考语文对散文的考

查依旧热情不减。在 2014～2015 年全国各地的高考

语文卷中，散文仍是常考的文体之一。高考散文阅读

题的设计角度比较灵活，但题型变化不大，命题相对

稳定，始终考查考生对相关词句的理解、对文本内容

的分析和归纳、对艺术手法的鉴赏及对整篇作品的

分析与评价。这些考题要求考生必须具备理解、分析

综合、鉴赏评价的能力，因此，掌握散文阅读的方法，

规范散文阅读题的答题流程，对于提升考生的应考

能力大有益处。
高考散文阅读题分值较高，一般为 22 分，由 4

道问答题或 3 道问答题加 1 道双项选择题组成。在
实际应考中，部分考生面对高分值的散文阅读题束

手无策，导致丢分较为严重，究其原因，在于很多学

生的一个错误做法，那就是像做科技说明文阅读题

一样，先看卷子上的问题，再看文章。他们认为，带着

问题去读文章更有针对性，也更节省时间。其实，这

样做是不妥的，因为科技说明文的阅读只考查学生

的理解能力，而文学作品阅读却是在考查学生三个

级别的能力，即理解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和鉴赏评价

能力。二者的要求不一样，因此也不能以同样的方法

去对待，否则，只会是赔了时间又丢分。散文阅读的

正确过程应该是先读一到两遍文章，看懂了文章再

答题。
那么，如何规范散文阅读题的答题流程呢？笔者

以多年从事高三毕业班教学的体会，结合 2014～
2015 年全国各地高考语文真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展

开论述。
一、读文章标题，了解文章主要内容

文章的标题往往隐含着写作对象等信息，有概

括文章内容或揭示文章主旨的作用。况且，高考试题

中不会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因此，凡是语文卷中出现

了标题，那就一定是对理解文章有帮助的，或者是直

接涉及考题的。这点与诗歌鉴赏有相通之处。如唐代

诗人朱庆馀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

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乍一看，这

是一首爱情诗，但是当你看到这首诗的标题《闺意献

张水部》（张水部就是张籍，是当时朱庆馀的考官）

时，你就会明白，原来这是作者向张籍行卷，想要得

到张的赏识，希求自己能科考中第。在做散文阅读题

时，我们也应该首先读懂文章的标题，并问问自己，

如果是自己要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会写哪些方面的

内容。
如，2014 年北京高考语文卷中的散文阅读材料

是叶廷芳的《废墟之美》，这个标题至少可以包含以

下三个要素：1.作为一种建筑遗存的废墟；2.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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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的废墟；3.人们对废墟

的不同审美感悟。带着这样几个问题去读文章，我们

才会对文章有个整体把握，也才能更快地解决作者

要“说什么”这个问题。再如，2014 年天津高考语文

卷的材料是洪丽丽的《枣香醉人》，文中的点题句“我

紧紧捧着那罐枣，不禁陶醉在那浓浓的枣香和深深

的思念之中”，这是卒章显志之语，让我陶醉的不只

是枣香还有那深深的思念，只不过那思念被枣香物

化了，变得具体可感了。那么，枣香是如何令人陶醉

的？与枣相关的往事又有哪些？作者对此又有何感

想、心得或是思念呢？这都是我们要在文中寻找的。
二、读文章正文，理清行文思路

任何作品都有其特有的行文思路，作品的结构

就是思路的具体体现。通过阅读文章的正文，把握行

文思路，有助于对文章思想内容、情感主旨的把握。
具体步骤为：概括文章每段的段落大意，划分内容层

次，把握文章的结构。
第一步，概括段落大意。阅读文章时，考生应仔

细做好标记，并立即将该段落的大意在草稿纸上写

出来。在归纳段落大意时，考生可以着重分析本段中

的议论、抒情性的句子或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
如，2014 年福建高考语文卷中农人的《祖屋》一文总

共有 9 个自然段，第 1 段的中心句就是文章第一句

“祖屋，是我内心深处最鲜活的那一处，秘不示人”，
第 2～8 段承接第 1 段的“自第一次睁开眼睛，我便

开始了探寻祖屋的秘密”而展开，叙写作者对孩提时

代的记忆，对往事与岁月的追忆，对时日与岁月变迁

的感悟与思考，第 9 段收束全文，表达对于过去岁月

里的人事的怀念与喜爱之情。
第二步，考察作者的行文结构。这一步要求考生

将文章的标题与每段的段意联系起来，看看作者是

怎样围绕标题展开文章的，哪几个段落与标题的关

系是一致的，可否归纳到一起。
完成了这两步，文章的结构就搞清楚了，试题中

涉及的知识点我们也就能很快地找到对应的段或对

应的层次，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盲目寻找信息，从

而节省时间。
三、读文章正文，考察作者的写作技巧

一篇文章有了结构只是有了“骨架”，要想真正丰

满起来，还必须有“血”有“肉”。散文的写作非常讲究写

作技巧，这就要求我们去文中寻找举了什么例子，用了

哪些典故，引用了什么诗句以及用了什么修辞手法等，

并将这些找出来的材料逐一列出，让自己一目了然。
例如，2015 年四川高考语文卷中的散文阅读材

料是范烟桥的《太湖碎锦》，文中引用形容太湖的套

语、诗句，谈及苏州园林、道书记载和神话传说，增添

了太湖的人文色彩和传奇性，既有整体勾勒，又有局

部描写，自然景色与审美体验有机融合，韵味丰富，

还运用比喻、移步换景等手法，结合色彩、声音等的

变化，表现不同时空之下的太湖奇景等。
通过阅读文章正文，明确作者在文中使用的各

种写作技巧及其表达效果，如此，我们对文章就会有

更深一层的理解。
四、读文后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读完了文章的题目和正文，就到了答题的环节。
在这个环节考生应做到审清题干，明确要求，注意角

度，规范答题。关于答题技巧，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2015 年全国大纲高考语文卷中的散文阅读材料是叶

延滨的《听雨》，文后有这么一个题目：“雨声是个能为

每一个人伴奏的好乐师”，请根据文意解释这句话在文

中的含义。分析一下，本题的信息对应区间是在第 2

段，此句为该段的最后一句话，参照上文的“雨声已经

伴千载百代的人，抒发自己的情怀。像永不退场的乐

师，耐心地为一个又一个的登台者伴奏，他只是在人们

不觉察之中，调动自己的琴弦”这句话，可推知题目中

的句子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因此在解题时还要考

虑分析表达效果。根据这些已知条件，可以得出如下答

案：①就像乐师是演唱者的伴奏者一样，雨声也是人们

抒发情怀的伴奏者；②人们喜爱雨声，因为雨声能很好

地寄托不同的感受与情怀。
其实，文学阅读题并不是真的难得分，而是因为

多数考生在面对这类题时首先就产生了抵触、排斥

情绪，加之先从文后题目入手，再去阅读原文，一下

就慌了阵脚，才会越忙越乱，到处丢分。
笔者相信，只要各位考生平心静气，在高考散文

阅读题的答题过程中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流程来答

题，再灵活运用平时所掌握的分析问题的技巧，这类

大题要得高分也不是一件难事。 （编辑：李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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