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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近三年散文各知识点考情，熟知“散文阅读”这

一考点在高考中的题型；有效备考2024。

2.了解高考散文的常考知识点，准确掌握，夯实基础。

3.掌握散文各知识点的命题特点、解题技巧、思考角度，

提高解题能力。



2023年高考文学类散文阅读考查归纳表

年份 文本来源 体裁 字数 选择题 简答
题1

简答
题2

2023·甲卷 巴金《机械的诗——旅途随笔之一
》 散文 1200  3分 6分 6分

2022·新Ⅱ卷 李广田《到橘子林去》 散文 1911 6分 4分 6分

2021·新Ⅱ卷
文本一：废名《放猖》 散文

1800 6分 6分 6分文本二：废名《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

自传小
说

2021·甲卷 王小鹰《当痛苦大于力量的时候》 散文 1650 3分 6分 6分

2020·新I卷 于坚《建水记（之四）》 散文 1700 6分 4分 6分

2020·新Ⅱ卷 双雪涛《大师（节选）》 散文 1800 6分 6分 6分

2020·Ⅲ卷 蒋子龙《记忆里的光》      散文 1600 3分 6分 6分



散文文体再认识
        狭义散文以抒情为侧重，融合形象的叙事与精辟的议论，而广

义的散则以议论性或叙事性为侧重，在不同程度上融合抒情性。（林非
《林非论散文》）

        散文是一种融记叙、议论为一体，集多种文学样式于一炉的文

学样式它广阔的取材，多样的形式，自由自在的优美散体文句，以及富
于形 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趣味性的表达，诗性地表现了人的个体生
存 状态和人类的文明程度。（陈剑晖《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
越》）

        林非和陈剑晖的概括中，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即抒情、叙

事（记叙）、议论，根据这三种表达方式，一般将散文分为：抒情性散
文、叙事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

        按照表现内容的不同，把散文分为三类：写人叙事散文、写景

状物散文、议论说理散文。



一、明确散文的“三特征”

特征一：文体上，形散神聚

特征二：内容上“大实小虚”，纪实性较强

特征三：笔法上灵活多样



特征一：文体上，形散神聚

形
散文中用来表情达意的人物、事

物、景物等

“形散”体现在联想的广泛、时空的

纵横等方面

神
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主题、

意蕴等

“神聚”指表达的思想、感情、主旨

等是明确、集中、统一的

要想把“散”的材料凝聚为“神”，在结构上往往需要一条线索，把那些“

散”的材料贯串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特征二：内容上“大实小虚”，纪实性较强

散文具有较强的纪实性质，它主张“大实小虚”，即在保持题材大体真实的

前提下，可以虚构某些细节，乃至某个次要人物。尽管可以虚构，但散文中

的情感是绝对真实的，这一点也是散文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征三：笔法上灵活多样

形式灵活 ①结构多种多样；②表达方式自由；③语言运用灵活

语言特点 ①讲究文采；②注意节奏；③诗意浓郁



散文和小说的区别

1、小说主要依靠虚构，散文主要记叙描写真人真事。

2、小说的故事性更强，散文的叙事情节则相对简约。

3、两者都可以用第一人称，指代却不同。

        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作，这样可以拉近读

者与故事的距离，增强真实感，也便于直接抒发情感。但是，小说中的

“我”不管有没有作者的影子，这个“我”都不能当作作者本人。如鲁

迅小说《故乡》中的“我”就不是鲁迅，而是叙述主人公，是小说的人

物形象之一，是故事的见证者。而散文中的“我”必须完全是作者本人，

通过“我”的经历见闻，客观叙事，主观抒情。散文的本质特征是写实，

贵“我”，言说真诚而自由，以独特的方式表现“我”对生活的独特体

验。



以小见大、比喻、象征

等

以议论为主，寓哲理于

形象，文笔灵活
议论说理散文

托物言志、象征等

描摹刻画具体事物，托

物寄意，或赋予社会情

感

偏重于状物

的散文

借景抒情、寓情于景；

移步换景、定点写景；

多感官；动静结合等

抓住景物特征抒发作者

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激

情和意愿

偏重于写景

的散文写景

状物

散文

渲染、烘托、对比、悬

念等

以事件发展为线索，或

有头有尾，或片段剪辑

式记叙事件

偏重于记事

的散文

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

结合、对比、烘托、详

略结合、点面结合

从一件事或多件事中抓

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多

侧面表现人物形象

偏重于写人

的散文写人

叙事

散文

主要表现手法文体特征散文种类

《纪念刘和珍君》
《记梁任公先生的
一次演讲》

《荷塘月色》
《故都的秋》
《我与地坛》

《囚绿记》

《人是一根能
思想的苇草》



㈠写景状物类

写景状物类散文是一种篇幅短小、题材广泛，通过描写特定的
景或物的形态、色彩、神韵等特点，来表现作者内心情感、人生理
想和生活情趣的散文。

体裁特点：①既描绘景物的色彩、形状、声音，让景物具有立
体感；也调动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觉描摹景物，
突出其可感性。

②既变换观察角度，让景物形态具有全景感；也描写景物变化，
突出景物形态的丰富性。

③既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扩大想象空间；也运用比喻、对比
等手法，突出景物特点。

④情景关系富于变化。



㈡议论说理类

以发表议论、阐述道理为主的散文，称为议论说理类散文。议论说理类
散文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领悟，是人的思想火花在生活过程中的表现，它不
是靠“三论”(论点、论据、论证)，而是借助感性具象来阐述道理。议论说
理类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哲理散文等。

体裁特点：①内容的丰富性。在思维形式上，议论说理类散文如天马行
空，自由无羁，便于作者根据实际需要，从平日积累的大量知识中精心选择
鲜活生动的材料，恰到好处地运用，使文章言之有物，内容充实，显示出知
识性和趣味性，厚重耐读，更易于打动读者。②语言的形象性。与一般议论
文相比，议论说理类散文文学色彩更浓厚，整体的文学性更高，往往用形象
的语言来表达观点，议论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③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在表现形式上，议论说理类散文更加自由灵活，可记叙可议论，可描写可抒
情，可引经据典，也可发表见解。描写使内容形象具体，记叙使列举的材料
清楚真实，议论使文章富于思辨、观点鲜明、主题明确，抒情则使文章更真
切感人。



      （三）文化游记类

文化游记类散文是指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
或讲述文化知识，或感悟文化现象，或评析世态人情，是既充满思考的智慧，
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失严谨的
一类散文。

体裁特点：①取材上的文化性。即所写对象是文化意味突出、文化内涵
丰富的社会现象或自然景观，多借助名人、文化古迹，咏史怀人，阐发作者
对此的认识和评价；有时在此基础上联系现实，借古讽今，引发人们对历史、
现实、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②文化意识强烈。即明确地从文化角度和文
化意识方面表现对象。③文化解剖具有穿透力。即以独立的文化思考和深刻
的文化思想来解剖事物的特征，发掘现象的本质。在行文上具有文化韵味，
主要体现在语言风格上。④文化游记类散文和因景抒情散文存在交叉关系。
如作者在记游过程中常常通过写景状物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大部分因景
抒情的散文，景常常只是感情的一个触发点，而游记则不论抒情色彩如何浓
郁，总要摹山拟水，描述自然景观和与之相联系的人文景观。



㈣写人记事类

写人记事类散文是指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人物、事件为主要表述

对象，借写人记事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感情、感悟的散文。写人的散文，着

重刻画人物鲜明的思想性格；记事的散文，致力于发掘所叙之事的实质。

体裁特点：①写人记事类散文以叙述和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叙述的多

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平常的人和事。②写人散文所写或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

或是一类人，或是几类人，甚至是几者的综合。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是通过

叙事、人物描写来完成的。记事散文很少有单一、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常将若干琐碎的生活片段组合成篇，而这些片段又以一线贯穿，来反映一个

主题；记事散文所记之事一般来说都比较平凡，讲究以小见大。③写人、叙

事往往不可分离，文中的人、事都来源于生活，而并非虚构。无论写人还是

叙事，其目的都是抒发感情，阐明事理。④写真人真事，不虚构不夸饰，语

言朴实，感情真切。



教考结合  ㈠写景状物类

简要概括写景状物散文《荷塘月色》中作者“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

来了”的原因。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⑴作者由眼前荷塘的景象自然联想到采莲。

⑵作者熟知古典文学作品所写的江南采莲旧俗。

⑶采莲是“热闹”“风流”“有趣”的，为孤寂、苦闷的作
者所向往。

⑷作者对江南有着特别的情愫，容易想到江南的采莲。



教考结合    ㈡议论说理类

议论说理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结尾处，作者说“但在生命的

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联”，请你谈谈这“意味不尽的关联

”的内涵有哪些？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⑴作者认为人与人，只要有相联系的事物，不管时空的间隔
有多远，彼此的生命都有声息相通的地方。

⑵如今土地上的一切曾经以坦白和恩惠对待那消逝了的村庄。

⑶现今土地上的一切同样给了“我”的生命许多滋养。



教考结合   ㈣写人记事类

写人记事散文《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运用“毅然”“欣然

”“黯然”这三个词，塑造了刘和珍怎样的形象？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⑴“毅然”，意思是坚决地、毫不犹疑地。在险恶、黑暗的社会环境中，
坚决而毫不犹疑地预定了《莽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和珍不惧敌人、
勇敢坚定的勇气和决心，对进步思想的渴望和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

⑵“欣然”，意思是高兴地、愉快地。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于危难中，
刘和珍义无反顾、不怕牺牲，她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体现了刘和
珍的爱国之心、无畏精神。

⑶“黯然”，意思是忧伤的样子。刘和珍因反抗一个广有羽翼的校长而
被学校开除，然而，刘和珍没有为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忧虑，反而为母校
的前途担忧，可见她是一位有责任心、使命感的进步青年。



一、读懂散文的步骤和方法

步骤一：写了什么——（内容）

步骤二：怎样写——（形式）表达技巧和语言

步骤三：为何写——（内容）意图、情感、主旨



步骤一 （内容）写了什么

关注标题
(对象)、
注释

 ①明示写作对象或内容
 ②提示阅读线索

 ③明示或暗示文章的主题

理出思路

 ①抓文中体现时间、空间、人物、事件、情感的关键语句

 ②找到充当线索的人物、事件、事物、情感

 ③分析文章段与段之间的层次关系，体察其大体结构

 ④抓语段、语句间的逻辑关系（中心句、过渡句、关键句）

概括主旨

 联系开头、结尾锁定文章中心句、提示语、关键词语，概括主
旨

 从事件角度概括，体味作者表达的观点、态度、思想情感

 散文往往卒章显志，揭示哲理，深化境界，启发读者思考



二、“四角度”快速读懂散文文本
角度一:抓住关键语句，理思路。
文必有思,思必有路。散文虽取材自由,材料丰富,但总是按照一定

的思路组织的。阅读散文,要注意理清文章思路,找出各段落中的总起
句、中心句、过渡句或结尾句,再将这些关键句串联起来,从而把握文
章的思路。

角度二 分析形象画面，悟意境。
散文表情达意主要是通过对生活画面的描绘来实现的。这些画面

由带着作者主观感受的人、事、物、景等意象组成,从而形成深邃优美、
富于哲理的意境。所以,阅读和欣赏散文,应抓住文章中的形象的画面,
做由景及情的揣摩、由事及义的联想,并分析其特点和作用,进而体味
文章的感情,把握文章的中心。



角度三 品味局部语言，析手法。

品味散文的语言,主要品味散文中的重点语句。首先,要有敏锐的语感,善

于捕捉那些有特定含义的词语。其次,要学会咬文嚼字,结合全文挖掘出词语

背后隐藏的信息。而把握关键句,对于深入理解文章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从

内容、表达形式、结构、修辞等方面来看,考生应当紧紧抓住这些关键句:能

揭示文章主旨、概括段意的语句,文章中的抒情、议论的句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760522330250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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