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文学类文本阅读解题思路及预测

考点1　客观选择题



复习目标

1.了解选择题有关内容和艺术特色设误类型。

2.准确辨析判断选项。



精练真题  明确考情 【选择题解题攻略】

高考考查内容：客观题（选择题）的设置，更有利于考生
以题读文，为全面理解文本打开一扇大门。解答选择题，要
了解小说小说主要内容（写什么）和艺术特色（怎么写）两
个方面。一是写什么，集中于艺术形象（人、事、景）、作
品主旨（情感、哲理）、写作意图；二是怎么写，集中于结
构技巧（结构、线索、思路）、表达技巧（表达方式、表现
手法）、作品语言（字、词、句，修辞手法）。



题题干形式：基于上面考查内容，选择题考相关内容（写什么）
和艺术特色（怎么写）。老高考融合这两点，以一道理选择题形式
出现，题号7，分值3，题干统一表述为：
T7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新高考分两道选择题，题号6和7，分值共6分，题干多表述为：
T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正确）的一项是（  

 ）
T7.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正确）的一项是

（    ）
2023年新课标Ⅰ卷T7新变化，对文本中四处画线部分的句子进行

分析与鉴赏，更贴近文本的情境化理解。形式如下：
T7．对文中画横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解题方法：
一、正常思路：选择题解题“3步骤”
第一步：圈画选项信息点。快速浏览各个选项，圈画出重

点信息，如评价赏析选项中有关语言、人物、环境、思路、
主题判断、作者情感、艺术手法等方面内容的名称术语。
第二步：回归原文找对应。根据选项内容回归原文寻找对

应，筛选信息类的选项应注意是否改变原文判断，评价赏析
类的选项应特别关注标注的信息点是否有原文依据。
第三步：逐项排除定答案。根据“知识性错误”优先的原

则，先将有“知识性错误”的选项挑选出来，然后再考虑赏
析不当的选项，最后确定答案。



二、解题关键：确认答案“4对比”
对比的目的就是找到微小的错误，也就是命题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1.对比故事情节。一是看选项复述的小说情节、细节，与原文相比，有无“添枝加叶

”（复述情节的过程中，故意添加小说情节里没有的内容）、“张冠李戴”（复述情节的
过程中，把这个人物的想法、说法等，转嫁给另一个人物）、“强加因果”（分析情节、
人物时，强加因果关系，或对原因、结果的分析不正确）等。二是看选项分析的小说情节、
细节的作用，与原文相比，有无“偏离创作意图”,是不是存在过度解读、曲解文意和无
中生有。
2.对比人物形象。看选项概括的小说人物个性，与原文相比，有无“曲解人格”（概括

人物性格时，或歪曲，或贬低，或拔高）等。看选项对小说人物心理的分析是不是符合原
文语境。选择题在人物心理、情感变化分析这一块，是命题密集点，也是难点。
3.对比思想意蕴。看选项分析的小说主旨、情节内涵、人物语言行为等，与原文相比，

有无偏离作者的思想情感、歪曲作者的创作意图等。
4.对比艺术手法。看选项分析的小说艺术特色，有无“手法误判”（错误地界定小说的

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方法）、“效果误解”（对小说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方
法追求的效果进行错误解读）等。
 上面讲到的“3步骤”和“四对比”只是一种解题技法，解题的能力来源于两点：一是

考生的阅读素养，认真阅读小说文本，读懂是王道；二是考生对小说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选择题高频陷阱

   以下列举选择题命题人喜欢设置的陷阱样式，解
题重在第一时间快速识破这些陷阱。下面讲到的五种
常见陷阱，同学们一定要熟记于心。每种陷阱以高考
真题为例，同学们可以对高考题目进行一次全方位回
头看。还可以结合这些真题，对题目的陷阱进行一次
再实践、再思考。以下精华内容，请认真阅读、思考
并总结吸引。



陷阱 01情节设错陷阱设置:

选项曲解某一情节的作用,颠倒情节顺序,或夸大某个情节甚至曲解
文意，无中生有。应对技法:细读选项，找出关于情节的敏感点，确
定原文区域:然后根据相关语境，概括情节，并思考情节作用，最后
再与选项比对，看表述对象或内容是否一致。
例【2024年九省联考】T6B.知道曾明是个盲人后，刘主任并没有改
变自己调解纠纷时的惯常做法,这说明刘主任对人一视同仁,维护他
人尊严
【解析】B.“一视同仁”，情节设错。 解决曾明心结关键还在于他
两次“牵手”(注意小说的标题)两次“牵手”让曾明“在黑暗的世
界中”“感可见刘主任对曾明这位盲人是“特事特办”觉到自己内
心一片明亮”。有不同对待。)



例【2023 年高考新课标I卷】T6BB.儿子在渡船上会邂逅许多陌生
人，父亲教给儿子，如何通过看他们的神情、听他们的言语来判断
他们是否心存善意。
(【解析】文中说得很清楚，“他们没有坏意”，也就无从做什“
是否心存善意”的判断。)

例【2023 年高考新课标Ⅱ卷】T6 D.排定戏目外额外点戏需封赏，
会长“也被迫点一出”,此细节暗示了会长的吝啬。

(【解析】“点戏”，社戏进行过程中固定节目之外的随机节目。
“点戏”者是当地权贵知名人物点戏”费用由主办方出，“点戏”
是助兴，是主办方对前来看戏的名流的66尊重，也可以说是一种逢
迎。“点戏”过程中，这些人物表现得“客气谦让不肯开口”，是
一种故作谦让的表现，而不是什么需封赏而表现出的“吝啬”。



例【2022 年高考新高考Ⅱ卷】T6D “我”决定带小岫到橘
子林去，只是因为不想“随便放过”偶然到来的晴天，与她
提醒“我”履行承诺无关。
(【解析】第5段:“去吗，那当然是要去，并不是为了那一
言的然诺，却是为了这一股子好兴致。”这里既有承诺，更
有兴致。选项表述绝对，还因为“好兴致”。
例【2021 新高考I卷】T6A用煤油箱改造水桶子，既说明王
木匠手巧,也为后文故事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解析】小说后文并没有写与“王木匠手巧”的相关情节
内容，就是结束处写到他想做一张极精致的衣橱，那也是干
他的老本行，并不是“手艺不止见长于他的本行”所以不存
在伏笔一说。)



陷阱 02 人物形象设错陷阱设置:

选项中对人物性格特点或对人物的作用解说错误，要么将次要的解
说成主要的，要么故意夸大人物作用，要么无中生有。应对技法:根
据选项中的关键词确定原文相关区域;再根据小说主旨判断出主要人
物或次要人物及其作用;最后两相比对,判断表述对象是否一致作用
是否分析得当，人物形象分析是否正确。
例【2021新高考I卷】T6C.石门阵故事取材于政治指导员的报告“麻
“小耳朵”等鬼子均确有其人。
【解析】“石门阵摆退鬼子兵”的故事，取材于政治指导员的报告，
为了把这场战斗讲述得生动逼真些，王木匠进行再创作,“麻子”“
八字胡子 “小耳朵”这些日本鬼子是王木匠为了讲故事的需要，虚
拟出来的人物。注意一点，小说的重要特点是虚构。



陷阱03 典型环境设错陷阱设置:

选项对环境特点、作用及描写手法等的理解分析错误应对技
法:首先确定是自然环境描写还是社会环境描写;然后根据环
境的氛围，从形、声、色等角度来判定其特点:最后再根据
特点考虑其对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的作用，判断选项表述
是否正确
例【2022年高考全国甲卷】T7A 文本一依次写到“月光一照
”“启明星贼亮贼亮的”“太阳已经出来了”，既推进了情
节发展，也暗示了主人公心理的变化。
【解析】文中“月光一照”“启明星贼亮贼亮的”“太阳已
经出来了”主要是推进情节发展，不能暗示主人公心理的变
化。



陷阱 04 心理、情感、主旨设错陷阱设置:

选项对小说的中人物心理、情感、态度或主
旨或理解分析有误，或曲解或拔高，甚至是
无中生有。特别指出，选择题在人物心理、
情感变化分析这一块，是命题密集点，也是
难点。应对技法:通过快速读文本环节，把握
小说主旨，与选项中表主旨或情感的关键词
进行比对，进而判断选项的正误。



例【2024年九省联考】T6.A.曾明主动给电台的主持人
打热线电话不仅是为了发发牢骚，实际上他已经意识
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解析“实际上他已经意
识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物心理分析错误。电
话过程中，主持人告诉他“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只
是主持人的分析，曾明对主持人的这一说法并不一定
认可。)



T6C.“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引发的思考，构成了小说的基调与主题。
( 【解析】C.“构成了小说的基调与主题”，主旨设错。“
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表现了刘主任面临的困惑，并不是小说的基调与主题。(1)

小说基调:这里指情感基调。小说从盲人曾明视角来讲故事，
有盲人的心理困惑，但这一困惑最终得已化解，哀而不伤，
“痛苦”并不是全文的基调:(2)小说主题:小说中的人物曾
明、盲人同事们、刘主任，小说中的情节盲人化解心结，指
向的是关心残疾人的心理世界，呼吁社会理解残疾人，关注
残疾人的心理问题。)



例【2023年高考新课标工卷】T7C(文中四句画线新题型分
)C.子③中的“飘”，是年轻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因脱离了
父辈压制而感到飘然白在。
(【解析】“你得不让自己飘了，你得有块东西镇住自己
”，是希望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之重，以此
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飘是一种形象化说法，因为对人生
认识不够深刻，思想没分量，所以才轻，因此而“飘”，也
就需要一些东西“镇住”。这些东西就是成长过程中积淀在
心头的重量。选项中“因脱离了父辈压制而感到飘然自在”
解读有误，首先不存在父辈压制，其次不存在“飘然自在。



例【2023 年高考新课标Ⅱ卷】T7CC.最后一段景物描写，同鲁迅
《社戏》对归家途中的景物描写一样，都以自然之美衬托了散戏后
人们的失落与惆怅。
(【解析】“散戏后人们的失落与惆怅”错。社戏结束，人们散场。
由原文“照得人特别好看”“脸庞被夕阳照炙得红红的”“一切光
景无不神奇而动人”“带点快乐和疲倦的心情，等待还家”“来领
会赞赏这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可知，景物描写烘托了散戏后人
们的快乐、疲倦和意犹未例【2022年高考新高考【卷·文学类文本
阅读真题及解析】T7D季札的退耕田园，与下文渔夫的泛舟江上，共
同表达出本文的隐逸主题。。
【解析】小说主题思想是复仇与感恩。



例【2022年高考新高考Ⅱ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真题及解析】
T6BDB.“我”从“几乎忘掉了我的小游伴”，到不知道小岫的手掌
“早已从我的掌握中脱开”，这个变化表明“我”的出游兴致变高
了。
【解析】“几乎忘掉了我的小游伴”，是因为“我”沉醉在眼前的
美景。女儿之所以把小手掌从“从我的掌握中脱开了”，这个变化
并没有表明出游兴致变高。D.返回城里的路上,“小岫不说话，我也
不说话”，父女二人的沉默表明他们对未到达橘子林感到有点失落。
【解析】D.我们不说话的原因是父女二人在到橘子林去的路上各有
所获,而不是他们对未到达橘子林感到有点失落。



例【2021新高考I卷】T6D.王木匠因追求手艺完美而无法做出理想中的衣橱他
对着自己的手发出了感叹。
【解析】王木匠感叹的是自己虽然有一双勤劳的手，但这双手有更重要的作
用--保家卫国。只有赶走侵略者，木匠手艺才能得到发挥。小说的结尾是重
点，不能停留在阅读的表面，要看深层。



陷阱 05 艺术技巧设错陷阱设置:

   选项对小说塑造人物、设置情节、描写环境、表现主旨
等方面所用手法技巧的判断或解说错误;对小说叙述语言、
人物语言的特点、风格、作用的判断或解说错误。应对技法
:细读选项，明确原文区域，根据语境判断相关手法，与选
项关键词作对比，进而判断选项的正误。



例【2024 年九省联考 】T7.D 小说语言平实、质朴、简洁，
这种语言风格体现着作者对盲人世界的认识，看似平淡，实
则很有韵味。(【解析】0项“语言风格体现着作者对盲人世
界的认识”错误从小说全篇来看看曾明的心理世界是敏感、
脆弱、纠结、压抑、郁闷的，这种心理与全文“平实、质朴、
简洁”的语言风格扯不上关系，更不能体现作者对盲人世界
的认识。)



例【2023 年高考全国乙卷】T7A 小说以一年里多次耕种都颗粒无收的事实开
篇,为下文在人与大自然的激烈冲突中塑造德贵这一人物形象埋下了伏笔。
(【解析】不是伏笔是铺垫。)

例【2022年高考新高考Ⅱ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真题及解析】T7 BCD

B.“我”在判断小岫对去橘子林的态度时，用语从“定”变为后来的“也许
”，暗示小屾的心理变得难以琢磨了。
(【解析】结合前文小岫回家的态度和言行很坚决，可知她的心理并没有变得
难以琢磨。)

C.小岫让“我”领她去橘子林，实际上全程“我”都是由她拉着走的，由此
可见，小屾的言行决定着本文的节奏。
(【解析】决定本文节奏的是去橘子林上的景象和父女二人的兴致。)

D.本文借助小孩子的视鱼，先后描写了街道、山林、骡车店等处的景象，看
似散漫，实则突出主题，使本文具有形散神聚的特点。
(【解析】本文以“我”第一人叙事，节奏由“我”来掌控，写“我”眼见耳
听心感。



例【2021 年高考全国乙卷】T7C 小说语言比较独特，用语考究，古
朴典雅,对话不用日常口语,有种舞台味道,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极为相
符。
(【解析】“对话不用日常口语”表述不严密，如王超杰与伙计杨三
之间的对话就是日常口语。)甘于为“小”， 是“街道的小人物
”。②“大英雄”是对爷爷战场上的评价，战场上他靠着信念和脑
子，多次化险为夷，屡立战功，勇于做“大”是“国家的大英雄
”。③在“小”与“大”的变化和比较中，英雄形象既丰满又经典。
在如今和平年代，我们同样需要像一样的真正英雄。(评分细则:答
对1点给2分，满分6分。如有其他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



【解题方法】——选择题解题“3步骤”
第一步：圈画选项信息点
快速浏览各个选项，将选项大致分成筛选信
息(概括内容)和评价赏析两类。圈画出重点
信息，如评价赏析选项中有关语言、人物、
环境、思路、主题判断、作者情感、艺术手
法等方面内容的名称术语。



第二步：回归原文找对应
根据选项内容回归原文寻找对应，
筛选信息类的选项应注意是否改变
原文判断，评价赏析类的选项应特
别关注标注的信息点是否有原文依
据。



第三步：逐项排除定答案
根据“知识性错误”优先的原则，先将有“
知识性错误”的选项挑选出来，然后再考虑
赏析不当的选项，最后确定答案。



【笔记整理】
小说阅读之　客观题（选择题）
设错角度（情节、环境、人物、主题及技巧）
1、情节设错。曲解作用，颠倒顺序，夸大情节，无中
生有。
2、人物形象设错。性格特点，人物作用，次要主要，
夸大作用，无中生有。
3.典型环境设错。特点作用，描写手法。
4.主旨或情感设错。曲解拔高，无中生有。
5.艺术技巧或语言特色设错。手法技巧；叙述语言、
人物语言。



解题步骤
第一步：圈画选项信息点；
第二步：回归原文找对应；
第三步：逐项排除定答案。



一、分析常见设误6类型

(一)人物形象分析错误

1.人物形象特点概括不准

(2020·新高考Ⅱ卷，T6－B)父亲下棋多在街头，这表现出

一个民间高手始终得不到正式认可的郁郁不得志。

从文中来看，父亲态度谦和，与人下棋从来只下三盘，不“

挂”东西，最后一盘还总是故意输给他人，体现出一种棋艺高

超又淡泊名利的君子风度，并没有“始终得不到正式认可的郁

郁不得志”之情。



2.人物心理概括不准

(2022·新高考Ⅰ卷，T6－B)“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表现了逃亡

中的子胥的心态，只有在江上的这段短暂时光，他才能够平和地欣赏风

景。

由文章第九至十二段内容可知，伍子胥上船之初仍想着“把那污秽的

城市洗刷一次”，但是渔夫平和的摇橹姿态使他享受到不曾体验过的柔

情，因此“唯恐把这江水渡完”表现出伍子胥已经被渔夫感染打动，表

现了他希望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光，并未体现出“只有在江上的

这段短暂时光，他才能够平和地欣赏风景”。



(二)主题分析错误

(2021·新高考Ⅰ卷，T7－D)小说讲了一个王木匠讲故事的

故事，这种故事套故事的结构颇具匠心，不仅使小说叙事变得

更为复杂，同时也使小说的主题更加多元。

错在“使小说的主题更加多元”，小说的主题只有一个，即

保卫国门才能守护家门，从百姓日常生活的侧面，展现抗日战

争时期人民群众对日寇的同仇敌忾、对国泰民安生活的渴望。



(三)事实陈述混乱

(2019·全国Ⅲ卷，T7－B)谢主任感慨报道中基层干

部的“肩膀硬”，而赶车老人随后提及这一带做挑抬活

路的农民们“肩膀最硬”，对谢主任予以嘲讽与回击。

选项将赶车老人对挑抬活路的农民们的夸赞说成对谢

主任的“嘲讽与回击”，将这种想法说成另一种想法，

事实陈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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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320343020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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