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三 文学类文本阅读·小说

真题多维细目表

考题 考查内容

年份 卷别 题号 设分 题型 选篇及作者 题材 考点 考查能力 难度

素养要求

（高考方向）

２０１９

课标全国Ⅰ ７ ／ ８ ／ ９
３ 分 ／ ６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理 水 》
（节 选 ）
（鲁迅）

中国脊梁的

实干精神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６ ／ 考点 ４

— ／ 鉴 赏 评 价 ／
分析综合

中 ／ 中
／ 难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课标全国Ⅱ ７ ／ ８ ／ ９
３ 分 ／ ６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 小 步

舞》 （ 莫

泊桑）

小人物的人

世沧桑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６ ／ 考点 ３

— ／ 鉴 赏 评 价 ／
分析综合

中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课标全国Ⅲ ７ ／ ８ ／ ９
３ 分 ／ ６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到梨花

屯 去 》
（ 何 士

光）

基层干部的

责任担当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４ ／ 考点 ４

— ／ 分 析 综 合 ／
分析综合

中 ／ 中
／ 难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２０１８

课标全国Ⅰ ４ ／ ５ ／ ６
３ 分 ／ ６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赵一曼

女 士 》
（阿成）

先烈的革命

精神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６ ／ 考点 ４

— ／ 鉴 赏 评 价 ／
分析综合

中 ／ 中
／ 难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课标全国Ⅱ ４ ／ ６ ／ ６
３ 分 ／ ６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有声电

影》 （ 老

舍）

市民面对新

奇事物的种

种表现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６ ／ 考点 ５

— ／ 鉴 赏 评 价 ／
鉴赏评价

中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课标全国Ⅲ ４ ／ ６ ／ ６
３ 分 ／ ６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 微 纪

元》 （ 节

选） （ 刘

慈欣）

微纪元的奇

幻之旅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６ ／ 考点 ４

— ／ 鉴 赏 评 价 ／
分析综合

中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２０１７ 课标全国Ⅰ ４ ／ ５ ／ ６
３ 分 ／ ５ 分

／ ６ 分

选择题 ／
简答题 ／
简答题

《天 嚣 》
（ 赵 长

天）

艰苦环境下

人与人之间

的互助精神

综合考点 ／ 考
点 ３ ／ 考点 ４

— ／ 分 析 综 合 ／
分析综合

中 ／ 中
／ 难

审美 鉴 赏

与创造

总计
综合

考点
考点 ３ 考点 ４ 考点 ５ 考点 ６

平均分值 ３ 分 ５．５ 分 ６ 分 ６ 分 ６ 分

占比 ２％ ４％ ４％ ４％ ４％

考频 ７题／ ７卷 ２题／ ７卷 ６题／ ７卷 １题／ ７卷 ５题／ ７卷

考点 １．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考点 ２．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考点 ３．分析作品结构，概括作品主题　 考点 ４．分析作品的体裁特征和

表现手法　 考点 ５．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

术　 考点 ６．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考点 ７．评价

作品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　 考点 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掘

作品的意蕴、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　 考点 ９．探讨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考点 １０．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命题规律与趋势

０１ 考查内容

１．选材上，近年来由过去中外小说轮考逐

渐过渡到重点考查中国小说，同时兼顾

外国小说的命题模式。
２．小说中的人物以两三个为主，人物关系不复

杂；情节简单，容易把握；人物描写生动，艺
术手法丰富，语言简练，可读性强。

３．作品主要反映百姓的平凡生活和精神追

求，深刻，有韵味。

０２ 考频赋分

１．题型、分值稳定。

２．近两年来均设置一道四选一式的单选题

和两道简答题，单选题 ３ 分，简答题每题

６ 分，共 １５ 分。

３．题目的设问方式比较直接具体，即紧扣

文本，设置情境，要求结合文意或联系文

本来阐述。

０３ 命题特点

１．紧扣《考试大纲》，尊重课标全国卷的命

题习惯。
２．主要考查考生的分析综合和鉴赏评价能力。

０４ 备考建议

死抱着答题模式去做题是拿不了什么分

的，所以备考时要回归文本，多花时间在文

本的研读上。 只要真正读懂了文本，没有

“模式”也能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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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学生用书起始页码 Ｐ８３

清单一 小说阅读常识

　 　 一、小说的概念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叙

述和深刻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二、小说的三要素
小说的三要素指生动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

的环境描写。
（一）人物形象

人物的核心是思想性格，人物描写的角度有正面描写和侧

面描写。 正面描写包括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侧面描写

通常以他人或他物来衬托该人物。
１．叙述人称

包括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
２．人物描写的角度

（１）正面描写：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
（２）侧面描写：借助其他人物对比、衬托，借助物象衬托，借

助环境衬托。
３．人物描写的作用

（１）外貌、动作描写：能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

特征。
（２）语言描写：①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活动，推动故

事情节发展；②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３）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担心、喜悦等），表

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
（４）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某一特征。
（二）故事情节

故事情节是指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故

事情节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它比现实生活更集

中，更有代表性。 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矛盾是有始有终，有起有

伏，并有一定发展过程的，因而小说的情节也是有过程的。 在作

品中，情节的安排决定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并不一定按照现实生

活中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顺序，有时可以省略某一阶段，有时

也可颠倒或交错。
１．小说的情节结构

包括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
２．情节安排的基本技巧

包括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平叙。
３．小说的线索

小说的线索是贯穿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的脉络，它可以是

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某个事物，也可以是作者的情感、小说中的

事件，还可以是故事中的空间、时间。 线索有单线和双线两种。
（三）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活动的环境和事情发生的背景的描写。
１．环境描写的分类
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
（１）自然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季节、气候

及花草鸟虫的描写。
（２）社会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活动的具体背景、处所、氛围

以及人际关系等的描写。
２．环境描写的作用
（１）自然环境（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景）描写的作用：①点明

故事发生的时间、节令和地点；②交代人物活动的背景，烘托人
物性格、心理；③渲染气氛，奠定基调，为刻画人物做铺垫；④推
动故事情节的发展；⑤暗示或象征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

（２）社会环境（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描写的作用：①交代

人物活动及其成长的时代背景，揭示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②交

代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③揭示社会本质特征，揭示主题。
三、小说的主题
１．主题是小说的灵魂

小说的主题指作者在作品中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塑造艺术

形象显示出来的，贯穿一部小说始终的基本思想，又称主题思想

或中心思想。
主题的深刻程度往往决定着作品价值的高低。 因此，欣赏

小说必须欣赏小说的主题。
２．小说主题的常见表现形式

（１）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性格特点、道德风貌等，揭示人性中

的真善美及假恶丑。
（２）通过寓言形式，将人生的重大问题寓于故事之中。
（３）针砭时弊，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形象用故事的形式加以

揭露和鞭挞。
（４）反映小人物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状态。
四、小说的表达技巧
１．表达技巧的含义

指作者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写作方法。
２．小说的表达技巧主要包含五个方面

（１）表达方式：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抒情。
（２）修辞手法：比喻、比拟、排比、夸张、借代、双关、反问、设

问、反复和对偶等。
（３）表现手法：联想、想象、类比、象征、衬托、对比、渲染、比兴、

托物言志、动静相衬、虚实结合、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借古抒怀、借古

讽今、铺垫、映衬烘托、欲扬先抑、先声夺人、以小见大、以动写静、正
侧面描写相结合等。

（４）结构特色：先抑后扬、过渡、承上启下、起承转合、悬念、
照应、铺垫、衔接、伏笔、首尾照应、开门见山、层层深入、先总后

分、卒章显志等。
（５）材料安排：主次、详略、繁简。

清单二 高考小说选文三特征
　 　 作为高考命题文本的小说，有着严格的思想主题、语言文

字、表达技巧的要求。 从思想性上说，要符合“立德树人”的要

求，要有积极健康的思想主题；从语言文字上说，这类小说语言

规范，是微型小说（又称小小说）或者是独立性强的长篇、中篇小

说节选，篇幅适中；在表达技巧上，能承载高考命题的要求，具有

以下特征：
１．短小精悍，以小见大

小说选材须短小精悍，有“一沙一石摹世态，一鳞一爪显人

情”之说。 它常精选细小而有代表性的事件，从中折射出宏大的

生活主题。 它撷取的多半是具有典型意义和概括力的某个场

景、某个细节、某个侧面，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个镜头、几段妙趣横

生的对话，从而反映大千世界、时代风云。
２．人物典型，情节紧凑

典型的人物形象是这类小说凸显主题的主要载体。 曲折的

命运、激烈的冲突、白描的手法等是其塑造人物形象的常用方














































































专题三　 文学类文本阅读·小说 ２７　　　

法。 受篇幅限制，考场小说大多浓墨重彩地描写人物在某个特

定时间的某一侧面，很少呈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情节一般

发展比较快，前后事件较为紧凑，整个情节常突破思维定式，给
读者以惊异感。

３．结构严密，结尾新奇

这类小说尽管篇幅短小，但结构严谨。 它不是靠情节的复

杂取胜，而是靠精心布局，做到主次分明。 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

中的结尾是其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结尾讲究语结而意不结，意
在言外，给读者留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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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鉴赏小说文本五角度

　 　 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是小说的基本特征，而情节、人物和环境被称为小说的“三要素”。 我

们可以把“三要素”作为突破口，从以下五个角度来鉴赏小说。

１．梳理故事

情节

小说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情节是否精巧别致。 情节是小说中事件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在小说中起到展示人物性格、
表现作品主题等作用。 所以在阅读小说时，分析作品的层次，理清情节的设置与发展，既是小说的一个考查点，也是阅读时的突

破口。

２．分析人物

形象

分析人物形象是读懂小说的关键。 小说主要通过鲜明而独特的人物形象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 作者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进行外

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来塑造鲜明而独特的人物形象。 我们在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时，要准确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感受作

者倾注在人物上的感情，同时要注意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

３．分析环境

描写

在小说中，环境是烘托人物形象、展示事件发生背景的要素。 鉴赏小说的环境描写，要注意理解环境与人物的关系，努力发掘它深

刻的思想意义。 社会环境是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社会条件，是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土壤。 自然环境描写可以渲染故事气氛、
烘托人物形象，给读者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４．领悟小说

主题

高考中涉及的小说往往是微型小说，但是这些小说往往是生活内容的高度浓缩，常常以小事件或平常现象反映大主题或深刻的道

理。 所以阅读时，必须透过情节、人物和事件，概括出文章的大主题。

５．鉴赏语言

技巧

鉴赏语言包括鉴赏主人公语言和作者语言，还有作品中的修辞和句式等方面的特点。 质量上乘的作品，离不开精妙的写作技巧，
这是因为写作技巧是作家驾驭文学语言，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来构思文学作品、塑造文学形象时所表现出的熟练而又独具特色的艺

术才能。

方法二　 四步阅读———粗读、精读、研读、总结，整体把握文本

　 　 考场阅读不同于闲适性浏览，它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快速精细、精准阅读。 阅读的目的是解题，故整体把握文本非常重要。 只有

整体把握了全文，才能把命题意图、考查指向、设题角度看清楚、明晰，才能快速而准确地答题。 对小说的整体阅读，就是能初步认识

人物形象，把握小说情节，了解小说的手法与主题。 阅读可分四步走：

（２０１８ 课标全国Ⅱ）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有声电影

老 舍

二姐还没看过有声电影。 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 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

法，不独二姐如此。 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 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

嗒嗒之声特别响亮而已。 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
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 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

去看。

　 　 第一步，粗读，明白小说写了一个怎

样的故事。
１．情节的构成

①开端：二姐打牌赢了钱，决定请大

家看有声电影。
②发展：大家决定一同去，于是众人

张罗衣服，梳洗打扮，相互找人，租车还

价，忙忙叨叨，一番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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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才想开开眼。 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

请客。 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大家决定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
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 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

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 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

换了件衣裳。 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总算顺当。
出发了。 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 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 大

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更重要。 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 正在这个当儿，
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 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反正巷外

有的是洋车，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老规矩，多一个铜子不给。 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现在

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 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

瞧瞧。 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 四姨倒是能

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过去搀着二姥姥。
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

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 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二姐实在觉得有骂

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 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不

能进去。 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

回家。 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

要是盘问这一层呢？ 大家开了家庭会议。 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 至于小顺，买几

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 事情便这样解决了。 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

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 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地找座

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 直落得

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 观众们全忘了看

电影，一齐恶声地“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 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

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 不过，总不能忘了谦恭

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 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 可是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

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 大家

打架似的推让，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爷。 好容易一齐坐下，可是糖还

没买呢！ 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 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

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 老人家像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

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的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 也

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 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

显着复杂。 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 二姐喊卖瓜子的；
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 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只好走吧。 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

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

子里冒烟呢，“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有删改）

③高潮：好不容易进入电影院，又是

一番找座位，相互谦让，一番闲扯家常，电
影竟然结束。

④结局：至于什么是有声电影，谁也

没有注意看，只有四姨记住了一个细节：
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

２．故事的特点

小说采用喜剧的手法，写世态人情，
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二姐和一帮女眷及孩

子闹闹哄哄看有声电影的前因后果及详

细过程。 幽默风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显示了老舍先生高超的写作艺术。
第二步，精读，把握小说塑造了一个

（群）怎样的人。
小说塑造了两类人———主要人物二

姐和群像性人物———女眷和孩子们。
①主要人物：二姐。
二姐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她豁达大

方，打牌赢钱后积极请客，热情待人，乐于

指挥，善于应酬；但她“不知为知之”，公共

场所大声吵嚷，拘于辈分过度谦让，忙乱

无序，致使大家几乎都没有看到有声电

影，也没有明白什么是有声电影。 这正显

示了其封闭与无知。
②群像性人物：女眷和孩子们。
一帮乱哄哄的女眷和孩子，正是作者

所要表现的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
第三步，研读，分析小说采用了怎样

的表达技巧。
老舍先生用地地道道的京味语言和

幽默风趣的手法，描写二姐她们说说笑

笑、闹闹哄哄地看电影的人间喜剧，让我

们如临其境地了解了逐渐远逝的老北京

生活。
第四步，总结，概括小说表现了怎样

的主题。
小说通过描写二姐等人看有声电影

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二姐等市井妇女的

形象，显示了她们在新事物面前的好奇与

无知，也生动地展示了老北京的世态人情

和日常生活。













































































































考点一 综合性选择题 高频考点

　 　 高考小说综合选择题的题干明确为“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

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其选项共性特点一般是“内容 ＋特

色”。 表现在选项设置上，即每个选项往往采用“写了什么” ＋

“怎样写的” “为什么这样写”方式命制，即显性表述（写了什

么）＋隐性表达（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的选项命制方式。 显

性表述大多是文章内容的概括和转述，有利于解题时定位信息

区间；而隐性表达则大多是关于艺术特色的理解分析，命题人常

在隐性表达方面设置错误。 命题人正是采用这种显性表述＋隐

性表达的命题方式，让试题考查更具全面性（每一层次均可设

题）、深刻性（考生能否真正理解文意）和可控性（既有解题指向

又有深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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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当选项的常见设错点如下： 　 　 解决综合选择题，可采用如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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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　 ）

Ａ．小说塑造了市井妇女的群像，同时对其中

人物也分别作了较为精细的刻画，如 “外

场”人二姐、“特意换上高底鞋”的四姨、“不
大出门”的二姥姥。

“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

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 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

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

小说中既有对人物的整体描写，也有对

个别人物的细致刻画。 此项正确。

Ｂ．在公共场所电影院观看具有私密性的“电
人巨吻”并发狂鼓掌，或是在这一场合大谈

家事而心安理得，都是作者眼中当时社会生
活的怪现象。

“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

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
声’”“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

杂”。

选项中的两个问题，表现的正是面对新

事物时市井妇女的封闭与落后。 此项

正确。

Ｃ．小说开头部分写二姐等人对有声电影无

知，结尾写大家对有声电影“赞叹不已”，较
为完整地描写了普通市民令人啼笑皆非的
思想意识转变过程。

“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 此之谓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还是四姨细心，说看见

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鼻子冒烟，和真

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较为完整地描写了普通市民令人啼笑

皆非的思想意识转变过程”错，她们自

始至终没有转变。

Ｄ．小说标题为“有声电影”，既是指有声电影

这一新奇事物，也可指二姐等人在电影院里

一系列“有声”的喧哗表现，可谓一语双关。
全文内容。

这是一个涉及全文情节与手法的题目，
“一语双关”分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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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概括分析人物的心理或性格特点
　 　 　 高频考点

　 　 概括分析人物形象，是小说文本中的必考题，这部分常常有

两种命题形式：①指定语段概括分析人物的心理或性格特点；
②整体概括分析人物形象特点。 在具体命题时，部分考题是只

概括，不分析；部分考题是概括之后再分析。
准确分析指定语段人物心理或形象的“２ 步 ２ 要”

２ 步

第一步，瞻前顾后，结合上下文，看看在这一语段之前或之后

发生了什么，哪些情节与这些描写有关系，从而揣测出人物的

内心活动。

第二步，分清描写，抓关键词，在整体把握情节的前提下细读

所给文字，要分清是哪类（些）描写，理清其中的层次，抓住其

中的关键词语。

２ 要

一要设身处地地替小说中的人物想想：此时此刻，他做了什

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说，这样想？ 是在什么情况下做

的？ 答题时你就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要做好对小说人物内

心的具体分析工作。

二要充分估计到人物内心活动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

　 　 请结合二姐等人看有声电影的经过，简要分析小说所

揭示的市民面对新奇事物的具体心态。
解析　 题干“结合二姐等人看有声电影的经过”有很强的

指导性，由此可知应该按照情节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进行

概括分析。 分别为：没看电影之前，刚刚听说了有声电影之后要

去看，到了电影院之后，看完电影之后。 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概

括分析人物不同的心理。
答案　 ①对待新奇事物，还没亲见就先有说法，“不知为

知之”，揭示出二姐等人傲慢无知的自大；②听说有声电影真有

新奇之处，就想“开开眼”，是一种从众、趋新的心态；③到了电影

院后也不真的看电影，不愿对新奇事物进一步了解探究，实质上

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心态；④对有声电影胡乱作出“共识”评价，隐
含的是二姐等人面对新奇事物时无所适从的焦虑不安。

考点三 品味小说的语言艺术 高频考点

　 　 品味小说的语言艺术，包括两方面：一是品味作者的语言风

格，二是品味语言的描写技巧。

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幽默效果，请从文中举出三处

手法不同的例子，并简要分析。
解析　 原文中涉及的手法很多，如排比描写人物情态、夸

张、反语等，都可以让语言诙谐幽默。 在指出原文内容之后针对

手法进行分析并说出幽默的效果即可。
答案　 ①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或“一部伦理从

何处说起”，借用并改换了经典语句，以造成幽默效果；②如出门

时二姥姥找眼镜、三舅妈找钮子、四狗子洗脸，同一行为模式重

复多次，产生喜剧效果；③如“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或“忽前

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

块儿”，将书面语与口语混搭，庄谐并出；④如“直落得二姐口干

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使
用了排比手法描写人物窘态，带有打油诗的诙谐意味；⑤如二姐

等人打架似的推让座位，“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叫老天

爷”，把抱怨说成“感化”，反话正说，既讽刺又幽默；⑥如二姐喊

叫卖糖的，声音之大令人“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这种夸张令人

忍俊不禁。
（２０１８ 江苏）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题目。

小哥儿俩

凌叔华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二乖上的小学校放一天假，连城外七叔

叔教的大学堂也不用上课了。 这一天早上的太阳也像特别同小

孩子们表同情，不等闹钟催过，它就跳进房里来，暖和和地爬在

靠窗挂的小棉袍上。
前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声笑声，七叔叔带来了一只

能说话的八哥。 笼子放在一张八仙方桌子上，两个孩子跪在椅

上张大着嘴望着那里头的鸟，欢喜得爬在桌上乱摇身子笑，他们

的眼，一息间都不曾离开鸟笼子。 二乖的嘴总没有闭上，他的小

腮显得更加饱满，不用圆规，描不出那圆度了。
吃饭的时候，大乖的眼总是望着窗外，他最爱吃的春卷也忘

了怎样放馅，怎样卷起来吃。 二乖因为还小，都是妈妈替他卷好

的，不过他到底不耐烦坐在背着鸟笼子的地方，一吃了两包，他

就跑开不吃了。
饭后爸爸同叔叔要去听戏，因为昨天已经答应带孩子们一

块去的，于是就雇了三辆人力车上戏园去了。 两个孩子坐在车

上还不断地谈起八哥。 到了戏园，他们虽然零零碎碎地想起八

哥的事来，但台上的锣鼓同花花袍子的戏子把他们的精神占

住了。
快天黑的时候散了戏，随着爸爸叔叔回到家里，大乖二乖正

是很高兴地跳着跑，忽然想到心爱的八哥，赶紧跑到廊下挂鸟笼

的地方，一望，只有个空笼子掷在地上，八哥不见了。
“妈———八哥呢？”两个孩子一同高声急叫起来。
“给野猫吃了！”妈的声非常沉重迟缓。
“给什么野猫吃的呀？”大乖圆睁了眼，气呼呼的却有些不相

信。 二乖愣眼望着哥哥。
大乖哭出声来，二乖跟着哭得很伤心。 他们也不听妈的话，

也不听七叔叔的劝慰，爸爸早躲进书房去了。 忽然大乖收了声，
跳起来四面找棍子，口里嚷道：“打死那野猫，我要打死那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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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乖爬在妈的膝头上，呜呜地抽咽。 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拦门的

长棍子，提在手里，拉起二乖就跑。 妈叫住他，他嚷道：“报仇去，

不报仇不算好汉！”二乖也学着哥哥喊道：“不报仇不算好看！”妈

听了二乖的话倒有些好笑了。 王厨子此时正走过，他说：“少爷

们，那野猫黑夜不出来的，明儿早上它来了，我替你们狠狠地打

它一顿吧。”

“那野猫好像有了身子，不要太打狠了，吓吓它就算了。”妈

低声吩咐厨子。

大乖听见了妈的话，还是气呼呼地说：“谁叫它吃了我们的

八哥，打死它，要它偿命。”“打死它才……”二乖想照哥哥的话亦

喊一下，无奈不清楚底下说什么了。 他也挽起袖子，露出肥短的

胳臂，圆睁着泪还未干的小眼。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大乖就醒了，想起了打猫的事，就喊弟

弟：“快起，快起，二乖，起来打猫去。”二乖给哥哥着急声调惊醒，

急忙坐起来，拿手揉开眼。 然后两个人都提了毛掸子，拉了袍

子，嘴里喊着报仇，跳着出去。

这是刚刚天亮了不久，后院地上的草还带着露珠儿，沾湿了

这小英雄的鞋袜了。 树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地吵闹着飞上飞下

地玩，近窗户的一棵丁香满满开了花，香得透鼻子，温和的日光

铺在西边的白粉墙上。

二乖跷高脚摘了一枝丁香花，插在右耳朵上，看见地上的小

麻雀吱喳叫唤，跳跃着走，很是好玩的样子，他就学它们，嘴里也

哼哼着歌唱，毛掸子也掷掉了。 二乖一会儿就忘掉为什么事来

后院的了。 他溜达到有太阳的墙边，忽然看见装碎纸的破木箱

里，有两个白色的小脑袋一高一低动着，接着咪噢咪噢地娇声叫

唤，他就赶紧跑近前看去。

原来箱里藏着一堆小猫儿，小得同过年时候妈妈捏的面老

鼠一样，小脑袋也是面团一样滚圆得可爱，小红鼻子同叫唤时一

张一闭的小扁嘴，太好玩了。 二乖高兴得要叫起来。

“哥哥，你快来看看，这小东西多好玩！”二乖忽然想起来叫

道，一回头哥哥正跑进后院来了。

哥哥赶紧过去同弟弟在木箱子前面看，同二乖一样用手摸

那小猫，学它们叫唤，看大猫喂小猫奶吃，眼睛转也不转一下。

“它们多么可怜，连褥子都没有，躺在破纸的上面，一定很冷

吧。”大乖说，接着出主意道，“我们一会儿跟妈妈要些棉花同它

们垫一个窝儿，把饭厅的盛酒箱子弄出来，同它做两间房子，让

大猫住一间，小猫在一间，像妈妈同我们一样。”

“哥哥，你瞧它跟它妈一个样子。 这小脑袋多好玩！”弟弟说

着，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起那只小黑猫。

（有删改）

考点四
分析概括社会环境描写的特点及

作用 高频考点

　 　 社会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活动、事件发生、情节展开的社

会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地方的风土人情、社会关系、政治生态、经

济水平等的描写，主要是交代人物的生存环境、社会关系等。 它

包括的范围很广，小至房间住所、一街一巷，大至城市区域。

分析社会环境描写三步骤

分析社会环境描写特点一“抓”两“看”

分析社会环境描写作用三注意

社会环境描写五作用

　 　 小哥儿俩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请简要分析。
解析　

经济状况
家里有厨子，有前院后院，小孩能够读书，可见家庭富裕，
经济状况良好。

文化氛围
能够去听戏，家里有书房，叔叔是大学堂老师，母亲会教

育小孩子，可见家庭文化氛围浓厚。

人际关系
父母子女之间、兄弟之间、主人仆人之间，关系融洽，可见

人际关系和谐。

　 　 答案　 经济状况良好：家有厨子和前后院等。 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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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家有书房，经常看戏，注重教育等。 人际关系和谐：尊重孩

子，兄弟友爱，主仆融洽等。

考点五
分析概括自然环境描写的特点及

作用 高频考点

　 　 自然环境描写，指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鱼

虫、时序节令、风霜雨雪等的描写，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

季节、天气、景物等。

自然环境描写的基本作用有：①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

和人物活动背景；②渲染气氛，奠定基调；③暗示人物身份、地

位、思想、性格或烘托人物心理；④象征、暗示社会环境（背景、习

俗、思想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言外之旨；⑤暗示、

铺垫或展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⑥作为情节线索，勾连故事；

⑦揭示或深化主旨，增强意蕴，情景交融，营造意境。

概括自然环境描写特点两法

分析自然环境描写作用三角度

　 　 分析小说画线部分的景物描写对情节发展的作用。

解析　 本题题干限定了分析景物描写对情节发展的作

用。 先锁定画线部分的景物描写：草、露珠儿、鸟语花香、阳光、

白粉墙，一切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鸟语花香与温暖的阳光，

营造了充满生机的氛围，让二乖见小猫前的情绪稍稍缓和一下。

而“日光”“西边的白粉墙”等描写，又为二乖在墙边发现小猫埋

下伏笔。

答案　 鸟语花香与温暖的阳光，营造了充满生机的氛围，

为人物的兴趣转移和情绪变化作铺垫；“日光”“西边的白粉墙”

等描写，为二乖在墙边发现小猫埋下伏笔。

考点六 整体概括与分析人物形象 高频考点

　 　 二乖的天真可爱表现在哪些方面？ 请简要概括。
解析　 本题要求概括二乖天真可爱的具体表现，作答时

可以通过二乖的外貌、语言、动作等方面的描写和作品中有关叙
述文字进行分析。 如由“二乖的嘴总没有闭上，他的小腮显得更
加饱满，不用圆规，描不出那圆度了”，可见外貌憨态可掬。

答案　 外貌憨态可掬；言行稚拙，爱模仿；情感表达率真；
注意力易转移；喜爱小动物，好奇心强。

考点七 小说主题、标题意蕴探究 高频考点

　 　 探究题往往要求考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民族
心理和人文精神，或者探讨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或者对作
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这种题型往往不设置唯一性
答案，旨在鼓励考生积极思考，培养考生的探索和思辨精神。

三个角度探究作品主题、标题意蕴

　 　 小说叙述了小哥儿俩的日常故事，请探究作者在其中所寄
寓的情感态度。

解析　 小说叙述了小哥儿俩的日常故事，题干要求探究
作者在其中所寄寓的情感态度。 作答时不要脱离文本，抓住作
者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 作者写的是小哥儿俩对动物的喜
爱，他们的言行虽然稚嫩可笑，但恰恰表现出儿童天真活泼的一
面，表现出作者对童真童趣的欣赏；而从家庭教育看，这户人家
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教育氛围，都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老猫
给小猫喂奶的细节，大乖二乖对大猫小猫的爱护，表现出的是母
爱，是善良，是人性，这些都是作者所极力颂扬的。

答案　 对童真童趣的欣赏；对儿童成长的关注；对母爱的
颂扬；对和谐家庭氛围的赞许；对善良人性的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