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高考散文阅读
题型及答题模式



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应对方略

文章体裁，都是有文化内涵、有较高文学品
位的散文；

从考点的设置看，始终紧扣对学生筛选、抽
象、概括、整合信息能力的全方位考查的要
求，贴近生活，富有人文性。

 答题的总体要求是对（准确切题）、全（全
面完整）、好（语句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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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概念

何为散文？散文，是作者运用
生动形象的语言描摹社会生活
中的人、事、景、物，深入挖
掘其中的内涵、哲理，表达对
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的一
种文体。

 文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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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解特点

• 形散：1、取材自由：写人，记事，
绘景，状物。

           2、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象征、
衬托、对比等。

           3、表达方式不拘一格：往往以
抒情为主，把叙述、描写、议论、抒
情融为一炉。
• 神聚：主题集中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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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散文的分类
   （1）抒情散文（2）记叙散文

   （3）议论散文

或（1）写景散文 （2）状物散文

   （3）叙事散文 （4）说理散文

• 四、常见的艺术表现手法
  象征、衬托、对比、借景抒情、托物
言志、咏物寄情、寓理于事、融情于
事、先抑后扬、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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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散文的线索
• 散文线索就是文章结构的红线。
   抓住线索，也就抓住了作者的思路。

   根据文章中心需要，可以以物为线，以事为线；
可以以人为线，以情为线；也可以以时间为线，
以地点为线。

• 找线索的方法：
   一要注意文章标题（有的标题直接揭示线索，
有的标题包含线索的因素）；

   二要注意文中反复出现的词语、句子；

   三要特别注意文中的议论抒情，因为散文中的
“情”通常是文章组织材料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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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散文的主题
             散文的主题归根结底就是作者对自然、
社会或人生的感悟，把握住了作者融会在
文章内容中的主观感受，就能挖掘出文章
的深刻意义。

         命题趋势上，多数作品涉及到传统文
化和现代化的冲突，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
文化的眷恋，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尤
其是探讨农耕文化、乡村文化对现代人类
的拯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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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感知，弄清三个问题
  

 1.写什么（文章的主要内容）

 2.为什么写（写作意图，即文章要表达
的情、理、观点）

 3.怎么写（作者的行文思路，先写什---

再写什么---后写什么）

  阅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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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标题”

二：理清“思路”

三：找“关键句”

四：归纳“主旨”

写什么

怎样写

为何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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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清文章思路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一个由
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简单到
复杂、由一般到具体的过程。根据写作意
图和表现主旨的要求，如何选择组织材料，
如何使写进文章的材料条理化、有序化、
整体化，这都要通盘的考虑、妥当的安排
和周密的布置，这一思维的过程就表现为
文章的思路。阅读文章，实际上就是尽可
能沿着作者思维的轨迹再走一遍，从而达
到更深刻、更有条理地把握文章谋篇布局
的目的。一般思路是：缘起—描述（对象） 
—联想—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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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思路通常表现在文章的取材、线索、顺
序、开头、结尾、过渡、照应、段落层次的关
系等方面，理清文章思路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例如（1）散文通常都有叙事、抒情、写景的
线索，抓住线索就等于把握了文章意脉。（
2）从文章结构看有总分式、对照式、并列式、
递进式等结构形式，理出结构层次，思路也就
清楚了。（3）通常是从各段内容的综合归纳
入手，有主句的段，把主句画出来，内容相近
的段落可以合并概括。没有中心句的段落，要
归纳出每段的要点，从而了解作者思维流程中
的每一个凝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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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把握文中关键语句，

        找出“文眼”
• 一般说来，一篇文章中的关键语句总是有表征可循的。
从内容上看，要抓住能揭示文章题意、主旨的语句，
抓住每一个段落中那些能概括段意的语句。从表达方
式上看，要注意文章中那些直接抒情或间接抒情的句
子，注意那些发表议论的语句。从结构上看，要注意
领起后文或收束前文的语句，前后呼应，承上启下的
语句，有重要指示代词的语句，位于全文或全段开头、
结尾处的语句等。从修辞上看，要注意那些运用了比
喻、反问、排比、象征等手法的语句以及语意比较含
蓄的语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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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中最能显示作者写作意图的词语或句子
叫“文眼”。“文眼”是窥看主题思想的窗
口、理清全文脉络的筋节、掌握文章各部分
相互联系的关键。也就是说，文眼是文章的
精神凝聚点，能点出文眼，就是读懂文章的
一个标志。
• 找出文眼的主要方法有：
   1、文眼往往有极强的概括力。找出文中的
总结句，就容易点出文眼了。如郁达夫在
《故都的秋》中 “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
来得悲凉。”这“清”“静”“悲凉”，便
是故都北平的秋在作家意念上的总投影，它
构成了文章的基调和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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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眼往往是在全文的中心段中出现，找出文
章的中心段，也容易点出文眼。中心段有的在
篇首，有的在篇中，有的在篇末。如果没有中
心段就按照课文由表及里的行文顺序和由简易
到繁难的思维规律，先阅读、分析段落大意，
后逐段概括它们的要点并进行整合。如《胡同
文化》。

• 3、抓感情的凝聚点。作者的感情总是会在文中
一处凝聚在一点，尤其是散文，这一点是感情
的铺展，找到了这一点，就是找到了文眼。如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反映了作者淡淡的喜
悦。作者这一心情，从篇首的“这几天心里颇
不宁静”一句中，已微露出来了。作者的感情
也正凝聚在这一点上，它是全篇的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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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概括文章的主题
• 实际的命题虽然很少直接考查对作品主题的概括，但对
作品局部段（层）意的概括，以及对作者思想情感和艺
术技巧的鉴赏，都离不开对主题的把握。

• 作品的主题概括要从作品实际出发，注意时代氛围、社
会环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主题的内容包括两点，一是
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二是作者的思想观点和写作意图
的概括。

• 概括主题的方法

• 1.解读题目法。很多题目直接点明了主题，是文章中心
思想最精练的概括。即使有的题目没有点明主题，也往
往与中心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最佳的思考切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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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析首尾法。首尾往往提示或暗含中心思想，所以
一定要对首尾的语句进行重点品悟。

• 3.分析议论抒情句法。这些句子往往直接反映了作者
的观点态度，抓住了这些语句，就抓住了作品的主题。

• 4.联系背景法。有的文章，只有了解它的背景，才能
深切地理解内容的由来和作者的意图，准确地概括出
它的主题。要特别注意文后的注释说明的文字。

• 5.因文而异法。写人叙事类散文主要对人物作出评价
和赞美，或揭示评价事件的意义，或从人物事件中发
出对人生等问题的感悟和认识；写景状物类散文则是
借景、物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某种感悟，思想认识程
度也深广，富于理趣；哲理性散文的主题，往往是作
者对人生或生活尖锐地揭示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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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味文章的语言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文章是作者思想认识水
平和人格修养的体现。不同的作者，生活在各
自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各人的先天禀赋有别，
后天阅历不同，因此才识、性情、气质就有高
低、深浅、刚柔、雅俗、文野、曲直等等区别。
写出来的文章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语言
表达的特色，就是这种风格特点的一个重要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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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原则
（一）如何阅读文章
1．先读文章，再做题。
⑴符合人的阅读心理规律。
⑵能较快地进入作品情境，为做题打下良好基础。
2．整体理解，以文解文，词、句、段、篇互释。
3．精读全文至少一遍。在此过程中力求有意识地完成以下任务
⑴理解句意，体会句间关系，进而把握段落的中心句。
⑵把握段意；
⑶分析段间关系，进而把握文章的结构和思路；
⑷注意以下细节：
  标题；文后注释；开头句、结尾句、总领句、总结句、过渡
句、独立成段的句子、修辞句（如比喻句、排比句、拟人句
等）、抒情议论句，即体现文章层次、表现文章艺术特色、
反映文章深层次内容、反映作者立场观点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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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做题

1．细读题干，准确全面把握题干要求，按要求答

题。特别要注意答题的角度，忌答非所问。

2．答案往往来自文章，但往往需要进行必要的提

炼、重组、改写。忌不加分析，机械抄录。

3．要用简洁、准确、直接的阐述性语言。忌啰

嗦，忌感性化，忌用修辞手法。

4．答案要文从字顺，忌出现病句、错别字，忌大

涂大改、卷面不整洁。

5．按顺序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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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鉴赏评价  

分析综合                

1.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
2.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

3.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4.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5.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6.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
度

7.鉴赏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8.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
观点态度 

   三、

阅

读

鉴

赏

散

文

考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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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考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 1.词语含义； 2.句子含义。（理解）

• 3.布局谋篇； 4.归纳内容要点；

• 5.作者观点态度。（分析综合）

• 6.形象、语言、表达技巧；（鉴赏）

• 7.评价文章思想内容、观点态度（开

放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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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题型和答题模式

（一）词语理解型 

常见的命题形式：

1、结合文章内容，简要阐释某
词的深刻含义；

2、根据文意，写出某词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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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词语的含义，必须透
过词语的表面义，体味其深刻
的内涵，即必须联系词语的具
体语境，结合作者观点、文章
主题，从所在的句、段及上下
文去找对应的阐释。 

【答题模式】 表面义和深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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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训练】

阅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

       

 “好久以来，‘故乡’就在吸引着我”，句中
“故乡”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语段信息】 

        好久以来“故乡”就在吸引着我：百草园和三味

书屋，这些美妙的名称，像童话一样，时时在我思想
上盘桓。我想看看咸亨酒店，土谷祠，还想看看祥林
嫂放过菜篮子的小河边……在那浓雾弥漫的黑暗时代，
鲁迅先生在那里开始磨砺他的剑锋，终生把持它，划
破黑暗，露出曙光。今天我决定要去瞻仰磨剑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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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①这个词表面义是指鲁迅的故
乡；②它的深层义是指作者向往的精
神家园。 

•答题规范用语：
1、这个词表面义是（指）什么。

2、它的深层义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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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理解型 

常见的命题形式：

１. 结合文章内容，简要阐释某句的深刻
含义。２. 从文中看，某句指的是什么？

３. 依据某段文字，如何理解某句话的意
思。

    这种句子通常指以下几种语句：1. 结构比

较复杂，意思难懂的句子；2. 使用了修辞，内
涵丰富的句子；3. 揭示文章脉络层次的句子；
4. 统摄全篇，或揭示文章主旨、观点、情感的
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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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着眼于句子本身
的分析，将思维指向句子
的内部，要先从词句的表
层含意理解，再联系前后
文，看看段意，就可以得
出答案。

【答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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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训练】 

阅读萧萧的《灯火》

解释文中划线句子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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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普通的油灯在贫困的年代里

是很宝贵的 ；

2、灯下的温馨又是更值得珍惜

的人生精神财富。

答案规范用语：1、什么是什么；
2、什么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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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和象征意义

•  1、象征   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
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表达真挚
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这种表现手法
叫象征。象征的表现效果是：寓意深
刻，能丰富人们的联想，耐人寻味，
使人获得意境无穷的感觉；能给人以
简练、形象的实感，能表达真挚的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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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解释
• ①、象征：用具体事物表现某些抽象意义。 

• 例：十字架象征殉道和神圣。
•       毋忘我：友谊万岁、永远思念 

• ②、象征：不可见的某种物(如一种概念或一种风
俗)的可以看见的标记。 

• 2、象征意义   普遍的象征的象征意义与其
代表的事物联系密切，是根据具体事物和
所象征的意义之间的明确的相似性建立的。
例如，光明代表着善良。正义。成功等，
火代表热情、勇敢、力量、活力还有危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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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语言修辞的题型 

①描绘类

　　提问方式：某句话中某个词换成另一个
行吗？为什么？或：文章的某个句子说成另
一个句子好不好？为什么？
或：某个词（句子）为什么不换成另一个词
（句子）？
　   答题模式：不行。因为该词生动具体
（形象、准确）地写出了＋对象＋效果，换
了后就变成＋不好的效果。或：不行，因为
该词比另一词的感情更强烈（或该词比另一
词更切合对象的性格特征）。 第32页,共86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答题示例：山间林密，泉隐其中，有时，
泉水在林木疏朗处闪过亮亮的一泓，再向前寻，已
不可得。那半含半露、欲近故远的娇态，使我想起
在家散步时，常常绕我膝下的爱女。每见我伸手欲
揽其近前，她必远远地跑开，仰起笑脸逗我；待我
佯作冷淡而不顾，她却又悄悄跑近，偎我腰间。好
一个调皮的孩子！（节选自谢大光《鼎湖山听泉
》）
         问：“好一个调皮的孩子”，为什么不
说成“真是可爱的孩子”？
    答：因为“好一个”比“真是”感情更强
烈，“调皮”比“可爱”更切合爱女的性格
特征。 第33页,共86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②结构类（层次、脉络、线索，即思路） 

　　提问方式：某两个或三个词的顺序能
否调换？为什么？

答题模式：不能。因为

（1）与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由浅入深、由

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不一致

（2）该词与上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3）这些词是递进关系，环环相扣，表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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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题示例：“记住：想占便宜的人，往往占不
到便宜！”父亲指着碗里的荷包蛋告诫儿子……“
记住，想占便宜的人，可能要吃亏！”父亲指着蛋
教训儿子说……“不想占便宜的人，生活也不会让
他吃亏！”父亲意味深长的对儿子说。（节选自
《荷包蛋》）

问：文中的“告诫”“教训”“意味深长”
三个词的顺序能否调换？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文中这三个词语是递进关
系，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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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修辞类
 提问方式：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这样写在表       
达上有什么好处？

 答题模式：确认修辞手法＋修辞本身的作用＋结合句
                    子语境

1.比喻、拟人：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特性。

2.2. 排比：有气势，加强语气，一气呵成；层层铺开， 逐步扩

大，对点明主旨起强化作用等；强调了＋对象＋特性

3.3. 对比：强调了……突出了……

4.4. 设问：引起读者对＋对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5.5. 反问：强调，加强语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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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题示例：两千多年前的这个关于知音的传说，
已经深深地珍藏在无数华夏子孙的心坎里，有时发
出细微的声响，让人们欣慰地咀嚼和回味；有时却
又像飓风似地咆哮，催促人们赶快付诸行动。神往
和渴求充满了崇高友谊的知音，是一种多么纯洁而
神圣的情操。（节选《话说知音》）

 问：怎样理解这一段中“有时发出细微的声响，
让人们欣慰地咀嚼和回味；有时却又像飓风似地咆
哮，催促人们赶快付诸行动”的表达作用？ 

答：此处运用了比喻、比拟(拟物)的修辞手法，

形象生动地表达了知音的传说带给人们的美感和
鞭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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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关布局谋篇的题型:

　    提问方式：
某句（段）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结构上的作用如：
A、开头段：开篇点题：渲染气氛；埋下伏笔；设置悬念；

为下文作铺垫；总领下文；统摄全篇；开门见山；上下文
形成对照；渲染气氛；奠定基调；揭示主题。
B、中间段：承上启下（概括上文某一内容，引起对下文

的什么内容的叙写）；总领下文；总结上文；埋下伏笔；
铺垫蓄势；详略结合；充实内容
C、结尾段：点明中心，深化主题；照应开头；呼应前文；

画龙点晴；升华感情；卒章显志；含蓄有余味；寄托作者
感情。使结构首尾圆合；言已尽而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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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首段的作用
• 如果开篇即点题，那么，首段的作用往往是总括全文，
点明题旨，或者表达与主旨相关的某种感情。如果开
篇没有点题，那么，首段的作用就是开启或引出下文，
为下文做铺垫。

• 《宁夏卷》第12题：第一段写林冲刚到牢营，就有
犯人介绍牢营的情况，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
析。

• 答案为：①概括介绍牢营情况，交代人物活动的环境。
②为后面的情节发展作铺垫，制造悬念，使故事产生
波澜。

• 《山东卷》第19题：作者在文章开头详细叙述了自
己走乡间夜路的经历，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 答案：从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起，行文自然，为下文谈
人生的孤绝境界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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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卷》第16题：文章在开头花了不少笔墨描写雪，这样写有哪些

作用?

• 答案：突出了雪美丽与丑陋的两重性，从而为下文写泥泞作铺垫（从
写热爱雪到热爱泥泞）。

• 《辽宁卷》第17题：第一自然段，作者写了“秋去冬来”的景色，这
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 答案：起铺垫(或引出下文)的作用。写“秋去冬来”，自然引出下文
的“炉火”，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写出了作者的感伤情绪，为下文写“
炉火”的意蕴预设了空间。

• 从以上题目所给的参考答案可以看出，首段作用类答题是有固定的答
题思路和规律的，兼顾了两个方面，

• 一是内容，要答出包括本段的内容和下文的内容；
• 二是形式（结构），为下文起到铺垫的作用。

• 答题思路一般为：本段写了什么，为下文写什么
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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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中间段的作用
• 《上海卷》第9题：第（9）段在构思上的作用是
（1）_____（2）______。

• 答案：（1）结构上承上启下（2）引出全文关键词

“重西湖”。
• 《安徽卷》第15题：文章描写乡村的风，在第四自

然段又写到两棵树的成长，有什么用意？

• 第15题：①说明树的成长离不开风。②说明万物生
长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环境。③由树的成长写到父亲

对风的认识，丰富文章内涵。

• 《重庆卷》第16题：(2)“告别不一定都是坏事”这
句话在文中有何作用？

• 第16题：（2）①过渡②总领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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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卷》第16题：“头项一团火球，身上汗珠子擦丁又出。早
晨起个太早，白天累一天，晚上一碰枕头跌进梦乡，摇不醒叫不
应。麦天的日子，累人的日子。”这些叙写从全文结构看有什么
作用？

• 第16题：强调麦天男人的劳累．为写女人心疼男人作铺垫；与上
文男人“吃苦的日子到了”相照应；与下文“忙了一季的男人，
长刺剌躺在炕上……”一节的描写相呼应。

• 《江西卷》第17题：“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这句话
在全文结构上起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 第17题：这句话在文章结构上承上启下：一方面，它承接上文，

是对上文不同文人所写泰山的归结；另一方面它开启下文，交代
了作者自认为写不了泰山的主要原因，进而转入对泰山封禅的叙
写。

• 中间段落的作用同样要兼顾到内容和形式，在结构上的作用一般
是承上启下，前后照应。答题时要交代清楚上文和下文的具体内
容。

• 答题的思路：结构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上文（具体内容），
写到下文（具体内容）。   内容上：本段的写了什么，使文章内
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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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末段的作用
• 末段的作用一般是总结全文，点明题旨，深化中心，呼
应开头，或兼而有之。

• 《四川卷》第17题：文章用“有什么花朵能比这样的烟
花更美丽呢？”收束全文，请对此简要赏析。

• 作者以这个反问句单设一段，卒章显志。“这样的烟花
”不仅有形状、颜色与光亮的美丽，更是和平团圆的象
征。这个反问句强烈的表达了作者反对战争、热爱和平
的愿望，使文章意蕴深远，激发人们思考。

• 答案：卒章显志。这个反问句强烈的表达了作者
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愿望，使文章意蕴深远，
激发人们思考。

• 此类题目的答题思路一般为：总结全文，点明题旨或深
化中心、卒章显志或呼应开头＋深化或强化作者情感或
本文主旨。

• 还要视具体题目而定再加上委婉含蓄等词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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