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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结构思绪     命题指
数    ☆☆

命题分析

• 　　全部考查散文类文本阅读试题共
有9套，其中有1套(重庆卷)考查了此

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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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思绪是指文章脉络，因为文章脉络是作者思绪直接

表达。文章思绪大致能够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按照一定次

序、重在反应过程，叫做“纵向思绪”。纵向思绪通常又可

分为时间次序、空间次序、逻辑次序(即事物发展次序和人

认识次序)三种。“横向思绪”指是围绕一个中心，多角度、

多侧面地分别加以叙写。横向思绪通常又可分为总分式、对

比式、纵横交织式三种。详细能够分解成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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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段内结构层次；(2)全文结构层次；(3)文章材料组织

方式；(4)材料与材料之间(段落之间)关系；(5)文章主旨形

成过程。

    作品结构是文章行文思绪外在表现，是准确了解文意关

键。分析文章结构就是要依据文章线索和材料安排次序，搞

清文章段落层次、开头结尾、过渡照应等问题。阅读时，只

有把握好文章结构，理清文章层次，包含段与段之间、段内

各句群之间层次关系，才能真正了解文章，把握好文章行文

思绪，进而对文章进行较深层次概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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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设问方式

(1)文章是围绕什么逐步展开写作思绪？请简析。

(2)本文结构严谨，请概括本文行文思绪。

(3)作者围绕什么写了哪些事？

(4)文中主要写了××、××，这些是怎样组织到一起？

(5)文章是怎样逐层表现××这一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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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月色》一文和《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在结构

思绪上都有独特之处，下面经过对这两篇文章分析加以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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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

题材 抒情散文 把握方式 文眼

• 详
细
阐
述

• 　　在《荷塘月色》中，该文文眼是“这
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因为不论是文章构
思，还是材料安排，都是伴随作者思想感
情发展改变有条不紊地展开，它是该文关
键所在。作者对“素雅”“恬静”“朦胧
”荷塘月色作一番深情赞美，只是想借“
今晚”荷塘来排遣内心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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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

题材 叙事散文 把握方式 结构

• 详
细
阐
述

• 　　《记念刘和珍君》，全文七个部分，都
是有机联络整体。第一、二部分说明为刘和
珍写一点东西缘由，第三、四部分是“记念
”主体，第六、七部分探究这一次请愿运动
对于未来意义。这是文章结构框架，透过这
一结构框架，能够看到文章内在思绪：文章
起点是写作本文缘起，即为何要写这篇文章，
然后记述刘和珍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在叙
事基础上再深入一步，总结“三一八”惨案
教训，指出这一惨案对于未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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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散文“题材”不一

样，把握文章思绪方法也不一样。

[典例]　(·重庆高考)阅读下文，完成后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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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诚意

朱自清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诚伪，大约就品性

而言。品性二分之一是生成，二分之一是教养；品性表现出

于自然，是整个儿为人。说一个人是老实君子或诈伪小人，

是就他行迹总算帐。君子大约总是君子，小人大约总是小人。

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普通常人

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

住自己，不免有作伪时候。 还有一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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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加减

他们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

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应出品性来，一个老实朋友到了不

得已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或社

交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这是“世故人情”一个项

目。有时能够原谅，有时甚至能够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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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普通人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看法，不诚恳无

诚意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人和事，除了他们自

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这么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

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

日下”一样犯了笼统毛病。普通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

谈。老实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

人或圣贤总是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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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

分。诚意是少不得，不过分际不一样，无妨斟酌加减点

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日常生活里所谓客

气，也是一个礼数或过场。有些人以为客气太拘形迹，

不见真心，不是诚恳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

自然未尝不可，不过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

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率性自然也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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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算是熟透了，有时还

得“相敬如宾”，他人可想

而知。总之，在不一样局势

下，率性自然能够表示诚意，客气也能够表示诚意，不

过诚意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分，不然就

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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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他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条件

下顾全他人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么宽大看法可

能能够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

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

有些人以为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

另首先，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是很

有诚意”，自己标榜自己，大有卖瓜说瓜甜神气，老实君子

大约不会如此。不过普通人也已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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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分量，强调自己态度，

跟买卖人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

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诚意，改变他们态度，这就不免

沾上了些戏味。

(有删节)

文章围绕“诚意”展开讨论，请分析文章思绪。(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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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读题目要仔细

    抓住5个关键点：围绕　诚意　讨论　分析　思绪  

(二)解题思绪要清楚

    本题考查把握文章思绪能力。解答此题，首先，要

通读全文，了解文章内容，看看作者在文中写了哪几个

方面内容。然后，将各个方面内容用简练语言概括出来

即可。注意表述时，最好用“先写……再写……最终写

……”句式。本文分三部分，先提出观点，然后分析，

最终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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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细则要明了

    每个关键点2分。

(四)组织答案要规范

    首先提出诚意是品性，也是态度。接着深入指出只

把诚意当做品性是片面，率性是诚意，客气也有诚意，

由此说明诚意作为态度是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为了

他人好，做戏也有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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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甲]

送
检
样
卷

•     本文开头叙述了诚意与品性和态度关系；

接着从不能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客气要
大方要合身份、人情也是诚意、做戏也是诚
意等方面叙述了诚意。                       

  得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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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 评
卷

• 失误类型：答题角度不对
• 失分探因：此考生把“文章思绪”当成了各
层层意概括，没有详细分析出各层之间关系。
如“开头叙述了诚意与品性和态度关系”，
叙述了这三者“怎样关系”，不详细。以下
从四个方面叙述诚意也不对，最终一段是得
出结论。里面只有“人情也是诚意”符合要
求，所以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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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乙]

送

检

样

卷

•     开篇提出观点“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
”。接着叙述对诚意要客观地看，率性自然
能够表示诚意，客气也能够表示诚意，可见
诚意更是一个态度。最终叙述客气等即使是
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是值
得做。                           得分：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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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

• 评
卷

• 失误类型：粗心大意，思维不深入
• 失分探因：此考生观点不正确，文章只
叙述了“诚”，没有叙述“伪”，所以
扣1分。“可见诚意更是一个态度”原
文找不到依据，所以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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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高考)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书房窗子

    杨振声　

    ①今天又想到了我那书房窗子。说起窗子，那真是人类

穴居之后一点灵机闪耀才创造了它。它给你清风与明月，它

给你晴日与碧空，它给你山光与水色，它给你安平静静地坐

窗前，观赏着宇宙一切。一句话，它打通你与天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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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窗子功用，虽是处处一样，而窗子方向，却有各人癖

好不一样。我独喜欢北窗，那就全是光问题了。说到光，我

有一个偏向，就是不喜欢强烈光而喜欢清淡光，不喜欢敞开

光而喜欢隐约光，不喜欢直接光而喜欢反射光。就拿日光来

说罢，我不爱中午骄阳，而爱“晨光之熹微”与落日古红。

纵使光度一样，也以为一片平原光海，总不及山阴水曲间光

线隐翳，或枝叶扶疏树荫下光波流动。至于反光更比直光来

得委婉，“残夜水明楼”是那般清虚可爱，而“明月照积雪

”使你感到满目清晖。

第27页



    ③不错，尤其是雪反光，在太阳下是那样霸道，而在

月光下却又这般温柔。其实，雪光在阴阴天宇下，也蛮有

幽默。尤其是新雪早晨，你一醒来全不知道昨宵降了一夜

雪，只看从纸窗透进满室虚白，便与平时不一样。那白中

透出银色清晖，温润而匀净，使屋子里平添一番恬静滋味。

披衣起床且不看雪，先掏开那还未睡醒炉子，那屋里顿然

煦暖。然后再从容揭开窗帘一看，满目皓洁，庭前树枝都

压垂到地角上了。望望天，还是阴阴，那就准知道这一天

你屋子会比日常更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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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至于拿月光与日光比，我当然更喜欢月光。在月光下，

人是那般隐藏，天宇是那般素净。现实世界退缩了，想象世

界放大了。我们想象放大，不也就是我们人格放大？放大到

感染一切时，整个世界也因而富有情思了。“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比之“晴雪梅花”更为空灵，更为生

动；“无情有恨何人见，月冷风清欲堕时”比之“枝头春意

”更富深情与幽思；而“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

”也比“水晶帘下看梳头”更感人怜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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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这里不只是光度问题，而是光度影响了态度。强烈

光使我们一切看得清楚，却无须使我们想得明透；使我们

有行动愉悦，却无须使我们有沉思因缘；使我们像春草普

通地向外发展，却不能使我们像夜合普通地向内收敛。强

光太使我们与外物靠近了，留不得一分想象距离。而一切

文艺创造，绝不是一些外界事物堆拢，而是事物经过个性

熔冶，范铸出来作物。强烈光与一切强有力东西一样，它

压迫我们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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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以此，我便爱上了北窗，南窗光强，固无须说，就是东

窗和西窗也不如北窗。北窗放进光是那般清淡而隐约，反射而

不直接。说到反光，当然便到了“窗子以外”了。我不敢想象

窗外有什么明湖或青山反光，那太奢望了。我只希望北窗外有

一带古老粉墙，最低程度地要老练透出点微黄颜色；假如可能，

古墙上生几片青翠石斑。这墙不要去窗太近，太近则逼窄，使

人心狭；也不要太远，太远便不成为窗子屏风；去窗一丈五尺

左右便好。如此古墙上光芒反射在窗下桌上，润泽而淡白，不

带一分逼人霸气。这种清光绝不会侵凌你幽静，也不会扰乱你

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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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假如，你嫌这么光太朴素了些，那你就在墙边种上一

行疏竹。有风，你能够观赏它婆娑舞容；有月，你能够观赏

窗上迷离竹影；有雨，它给你平添一番清凄；有雪，那素洁，

清劲，确是你清寂中佳友。即使无月无风，无雨无雪，红日

半墙，竹荫微动，掩映于你书桌上清晖，泛出一片青翠，几

纹波痕，那般生动而空灵。你书桌上满写着清新诗句，你坐

在那儿，纵使不读书也“要得”。 

(选自《品味人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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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在全文结构中有什么作用？试作简明说明。

(3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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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绪能力。我

们学过课文，以标题为线索文章不少，如《白杨礼赞》

《荷塘月色》《故乡》等。考生能够从中联想到本题解

答思绪。文章行文、构思，能够先看标题、开头和结尾，

再看文章大意。本文标题“书房窗子”和题干“窗子”

自然有某种联络；文章主要内容又与“窗子”相关，或

以其延伸，或以其为思想奔流触发点。所以，“窗子”

就是“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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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①窗子是本文一条主要线索。(1分)②作者开

篇写窗子功用，接着主要写“我”喜欢北窗理由，最终

详细形象地描绘想象中北窗景象。(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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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趋向

    把握文章结构思绪普通可分“四步走”。

    第一步，粗读全文，看这篇文章主要谈是什么问题，

或者说了件什么事情，把握文章全貌。这一步能够从以

下方面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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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散文情感改变(神)角度来思索文章思绪，写景抒情

散文尤其如此； (如《荷塘月色》：不静→求静→得静→生静。

)

    (2)从散文蕴涵道理(神)角度来思索文章思绪，哲理散文

需这么；(如本讲“考点一”[典例]《论诚意》)

   (3)从散文散乱事件(形)角度来思索文章思绪，叙事性散文

需这么；(如《记念刘和珍君》)

   (4)从时间、空间改变(形)角度来思索文章思绪，游记散文

更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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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以段为单位仔细审读，然后用一句简明话

把段意“标示”出来。这么做目标是把几百上千字文章

浓缩成几句话，显露出文章脉络。

    第三步，分析段落之间内在联络，划分文章层次，

把写相同内容合并为一个层次。这一步作用是理清文章

思绪，把握全文结构。详细做法是寻找段落中显著信息，

如开头总起句、中心句、结尾总结句、承上启下过渡句

等。它们往往就是段意提醒。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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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段落中议论抒情句往往有利于我们加深了解段意，也

要注意。

    第四步，无显著信息段落，应该通读全段，找出概括

性语句、关键词语，分析合成段意。这些都没有时，要考

虑句间关系，先划分层次，概括出各层意思，再综合成段

意。

二、答题模板

    文章以×××为线索，首先写了……，其次写了…

…，最终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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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概括文意   命题指数   ☆☆☆☆☆

命题分析

• 　   全部考查散文类文本阅读试题
共有9套，其中有7套(北京卷、纲领

卷、福建卷、天津卷、重庆卷、四
川卷、广东卷)考查了此考点。本考
点是考查对散文“形”“神”是否
基本了解主要题型，所以从来是高
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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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概括文意， 指在分析文章思绪结构基础上切分

层次，概括层意或段意，有是对文章内容、主旨、情感概

括。

    归纳概括文意是针对分析概括作品内容、主题而设常

见题型。它又可分为整体归纳(针对全文)和局部归纳(针

对段落)，涵盖层意概括、主题概括、情感概括、作用概

括、原因概括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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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设问方式

(1)作者这么说理由是什么？

(2)结合全文，概括×××主要原因。

(3)作者为何说×××？请简明概括。

(4)作者从哪些方面写×××？请分条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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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都秋》在第一小节中“可是啊，北国秋，却尤其

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一句，无可置疑地起着

统帅全文作用，是全文“神”之所在。作者在文中描写

了五幅画面：小院清晨 、槐树落蕊、秋蝉嘶叫、闲话秋

凉、秋果奇景，作者正是用这五幅画面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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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故都秋“清”“静”“悲凉”。要归纳概括这五幅画

面需要切分层次，第三自然段是“小院清晨”图，第四

自然段为“槐树落蕊”图，第五自然段是“秋蝉嘶叫”

图，第六自然段至第十自然段是“闲话秋凉”图，第十

一自然段是“秋果奇景”图。可见要归纳文意，需要切

分层次后归纳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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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例]　(·福建高考)阅读《走进腾格里(节选)》(文本见

本专题第一讲“考点一”[典例])，回答下面问题。(6分)

文章第⑪段表示了作者怎样思想感情？请谈谈你看法。

(一)审读题目要仔细

    抓住4个关键点：第⑪段　作者　思想感情　你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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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题思绪要清楚

    本题是考查“概括作者情感态度”，属于“概括文意”

一个题型。解答此题，一要认真阅读全文，尤其是最终一段，

从对现实物质生活、对沙漠生活(精神)、对未来生活三个角

度找出关键语句；二要仔细分析这些语句，从中体会作者蕴

涵其中思想感情。

(三)评分细则要明了

   概括出情感3分，每一点1分；分析3分，每分析一点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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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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13402713200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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