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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江苏执行新的高考方案以来，几年内散文阅

读只在2009、2013、2015年的高考语文卷中出现过，频率较

少。但从全国各地的高考语文卷中的现代文阅读来看，仍以

散文为主，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重视，以免它突然出现

在试卷中而措手不及。散文阅读的考点比小说更复杂，它包

括：标题、句意的解读，形象、特殊段作用的分析，要点概

括，内容评价，表现手法，文章思路等。但完成这些内容的

前提条件就是要了解散文主题，因为主题是散文的中心、灵

魂，只要抓住了它，方向就走对了，否则就会南辕北辙，迷

失方向。从这几年阅卷反馈和学生平常的做题来看，学生对

散文的主题理解大都停留在表面或太单一，对于主题隐晦的

更是有偏差，所以20分的得题一般得12分以下，甚至是个位

数，失分之多令人心痛。而对散文主题的理解就是解决这个

难题的钥匙，所以我们要加以重视。

一、读懂文意，理清文章的内容

一篇散文的主题是建立在文章内容的表达上的，散文

的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也告诉我们，散文的内容为中心主

题服务，读懂了文意，理清了内容，自然也就能读出文章

的主题。读懂文意、理清文章的内容其实就是归纳文章的

中心内容。对于文章中心内容概括的能力，学生从小学到

中学一直训练这种能力，但是大多学生到高中对于一篇600

字左右的文章仍然难以具有快速阅读概括的能力。对此教

师仍然要加强这种能力的训练。教师要让学生从一段段内

容的概况训练逐步过渡到对整体文章内容概括的训练，从

深化对高考散文阅读的主题理解
◎王登标

文的论点呈现“一针见血”的神奇效果，用在题目上或者

文章中都能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朗感受。

一句恰当的名言名句还可以起到统领全局、开宗明义的重

要作用，比如在一篇高考议论文《莫让浮云遮望眼》的写

作中，作者开头就写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通过这一千古名句蕴含的人生哲理，统领全文想

要表述的中心思想，表达了对待事物要站在正确的角度，

切不可让其他因素干扰了你对真的审视的深刻感悟。

结语

高考应试教育改革以来，对于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更

加贴近生活化，对应的难度也与日俱增。作为高中语文教

师，不能抱着“拔苗助长”的急切心态，要正确认识写好

议论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能图快求全。高中生

虽然在思维能力、抽象理解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

高，但是面对具有一定写作难度的议论文训练仍然要有的

放矢的展开。积极引导学生养成与时俱进的学习习惯，多

注重阅读积累，指导学生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

题、论述问题，只有突破日常的思维格局，以丰富的阅读

阅历和写作技巧作为铺垫，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优秀

议论文，才能“有理说”，才能“说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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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炼出这篇文章的内容提提纲，然后再用一句话概括出

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最后分析文章内容中事件的前因后

果之间的联系、事物和形象的特点、情感的前后变化等，

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找出这篇散文的主题所在。

例如2009年张笑天的《上善若水》，这篇散文主要写

了作者游览都江堰的所见所感，看到了都江堰伟大，想到

了它的历史及相关的人、事等。从这些内容中可以分析出

主题：作者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反之对现实问题和人生的

思考，表达对古人的瞻仰、对上善若水的理解其实就是想

也做上善之人之事。也能理清了作者由实到虚的思路和借

古喻今、托物言志的写法。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后面的问

题的答题要点。

再如2013年江苏卷老舍的散文《何容何许人也》，

这篇散文主要介绍他的朋友何容对待朋友真诚柔顺而又做

事感情用事、光明磊落而又心细如发、做人不妥协而又生

活不讲究等相关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何容这个

人的形象特点：真诚柔顺、感情用事、光明磊落、心细如

发、硬气不妥协、生活随便。从这一形象的特点塑造中我

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对何容的赞美和怜惜之情，而造成何容

性格特点的原因就是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本文的主题就

是这些。这个分析涵盖后面12至14题的答题要点。

二、要抓住文中的关键点，以点突破

散文的主题有时是非常隐晦的，但是有时我们可以

通过文章中的一些关键点的分析，以一点来突破对主题的

理解。这些关键点可以是散文中的总结句、议论句、情感

句，也可以是典型的环境描写、人或物特点的细节描写、

也可以是叙述事件的前后对比、人或物的比较等。这些关

键点在阅读时应该划出抓住，在阅读后分析它们所折射的

社会环境、文化思想底蕴、人或物的精神品质、作者的情

感观点和价值取向等。议论句分析观点立场，情感句分析

情感变化和价值取向，人或物的细节描写、比较可以分析

他们的形象特点、代表意义、所处时代并对他们的影响，

事件的前后对比可以分析出人或物形象形成的背景、过程

意义等。所以抓住了它们也就抓住了主题的脉络。

例如2013年江苏卷《何容何许人也》，文中有“他们

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何容兄是这样朋友

中的一位代表”从这两句中可以分析出何容被旧社会所抛

弃，又不被新时代所接受，通过和后面他的形象的联系反

映了社会的黑暗、对人性的扭曲，也更能突出他代表的这

一类人的个性和时代悲剧意义。

再如2015年江苏卷《比邻而居》，文中写到我家的

油烟气味是一种风格：第一家一点不混并不奢侈、老老实

实，后来有了草药味和羊肉汤味；后来来的不速之客加有

淡淡的咖啡味，温和、光滑而又孱弱；第三个是气味特别

甜，空气都能拉出丝来，第四个缺乏个性而又融会贯通，

各种味都有。文中所描写的这四家油烟的风格比较，从他

们的不同中可以分析出他们生活风格的不同，从他们的相

同中可以分析出本文是通过油烟风格来展现对人们生活的

描写和赞美。

三、主题的多元化

散文的主题一般是复杂、多元化的，不是单一的，

而学生在阅读理解时，一般理解的面较窄，一两种居多。

所以大多数时候在主题理解上不全面或出现偏差，造成答

题的更大偏差。主题理解的多元化需要我们理解时既要有

正面的也要有反面和侧面的，既要有表面的也要有深层次

的，既要有小的方面也要有大的方面，既要有个体代表也

要有整体，既要有点也要有面。总之要考虑全面、深化，

才能覆盖考题散文所涉及到的主题内容，当然一切要从文

章内容出发，不能无中生有。

例如2009年江苏卷《上善若水》，这篇散文的主题

就是多元化的：从都江堰建造的理念、方法的科学可以分

析出对古人的伟大智慧及李冰的赞美，从文中对黄河、长

江和都江堰的环境可以分析出对现实环境问题的思考，从

对都江堰的相关哲学理念的引用可以分析出对人生意义的

哲思，从对历史及古人的追思可以分析出对古代文化的缅

怀，从最后作者的幸福感和全文的情感可以分析出作者也

想做上善之人和上善之事。把这些分析的内容加以综合才

是这篇散文的比较全面、深化的主题思想。

四、平时多阅读散文作品，多积累散文知识

散文主题的把握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学生

在平时的课余时间多读一些现当代的散文作品，提高对散

文主题的积累意识。高中阶段的推荐散文书目有《中国散

文读本》、《朱自清散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毕淑

敏的《幸福的七种颜色》、韩寒的《杂的文》、《外国散

文读本》、蒙田的《蒙田随笔集》等等。学生只有多读才

能养成对散文的敏锐感，培养理解散文所独有的意识和思

路，才能懂得散文所融入的复杂情感和价值取向。积累的

主题越多越深，对高考试卷中散文主题理解的也就越全面

越深刻。

总之，要想做好现代文的散文阅读题就需要正确、全

面、深入地把握散文的主题。而这需要学生一方面平常多

阅读、多接触现代散文的熏陶，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一定的

散文主题提炼的专项训练，只有两方面结合，才能取得更

好的效果，才能在高考中取得胜利。

（王登标  江苏省邳州市八义集高级中学  221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