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文学类文本阅读解题思路及预测

考点　分析形象(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我”和物象)的作用



复习目标

1.掌握分析人物形象的作用。

2.掌握物象的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人物形象作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问的是人物形象的作用，作答时

却需要由此向小说其他要素扩展，要将人物和“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

物关系”“主旨表达”等方面相勾连。

角度 小说人物角色 角色解读

主次人物
主要人物 故事情节的中心

次要人物 与主角发生同一或相对立的关联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角度 小说人物角色 角色解读

情节(矛盾
冲突)安排

故事讲述者、观察者 第一人称叙述者

事件旁观者 当时在场，不影响故事走向

冲突参与者 冲突双方，有阶级冲突、性格冲突

情节推动者 推动下文情节发展

结构设计 线索级人物 贯穿全篇，事件处处为他所知

人物关系
主要人物的陪衬者

与主人公有相同或不同之处，可正衬
可反衬

众多穿针引线的联系者 联系人物，使各方因他而“相遇”

主旨表达 情感抒发者、觉悟者 表现主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解题通法】

主要人物作用“3关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次要人物作用“5思考”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特别提醒：　　小说中的“我”

小说中的“我”是个特殊人物，它不同于散文中的“我”，它是小说中的

人物，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因为“我”是第一人称，也有作为见证人、增强小

说真实性的作用。

图示：



图示：

特别提醒：　　小说中的“我”

小说中的“我”是个特殊人物，它不同于散文中的

“我”，它是小说中的人物，不一定是作者自己。

因为“我”是第一人称，也有作为见证人、增强小

说真实性的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边练边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唱戏的老童

刘立勤
老童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花鼓戏【注】。
他十岁那年考进了县花鼓剧团的学员班。那时的他眉目清秀唇红齿白让人

十分爱怜，老师让他学了小生、武生，偶尔也练练旦角。他很聪明，唱、念、
做、打一点就通，一末带十杂样样都不怯。十二岁学员班结业，他因演《双下
山》中的小沙弥一夜成名，成为县剧团里的台柱子。到了十六岁，他成了一个
玉面晶睛人见人爱的帅小伙，导演再也不忍心让他演丑角或是老生了，专门演
小生，或者武生。演《拾玉镯》里的傅朋、《西厢记》里的张生，他风流潇洒、
文质彬彬；演《长坂坡》里的赵子龙、《借东风》中的周瑜，他功架优美、稳
重、端庄，还武功卓绝，看得人酣畅淋漓、满心欢喜。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一时间，小县城的女孩子有事没事都爱到剧院前的街道转悠，希望一睹他

的风采。谁想到他面皮子薄，不说社会上的女孩子，就是和剧团里的女同学多

说几句话，他都会脸红。记得一次和一个女演员排练一出有托举动作的戏，他

一只手不小心滑在女演员的脸上，女演员还没有怎么的，他羞得满脸绯红不说，

而且还哭了起来。

他最出名的戏应该是《刘海戏金蟾》。那也是县剧团最为黄金的时候，他

无论是扮相，还是唱功，真可谓是炉火纯青没有半点挑剔，一时间他迷惑了多

少人呀。记得云盖寺镇一女孩为了看他扮演的刘海，硬是陪着剧团跑遍全县五

十八个公社；那年在州城剧团连续演出六十六场，有个小姑娘硬是连看了六十

六场。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那时他真是红呀，省内外各地跑着演出，电视录像，广播录音。后来，还

当上县人大常委、省人大代表，组织让他担任文化局副局长他都不干，他四处

奔走四处汇演，各种奖励数不胜数，真是红透了半边天。他娶了妻，生了子，

小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让人很是羡慕。

可惜，那段日子很短，几经折腾，剧团竟然不行了。剧团的演员大多改了

行，或者到了大剧团。也有大剧团要他加盟，可那剧团唱的是秦腔，他舍不得

自己喜欢的花鼓，痴迷地坚守着。他们也想着法子变换形式唱花鼓，终究是曲

高和寡。生活实在难以为继，也想改行做其他的工作，领导不答应了，说他是

一个人才，说什么也不能放他。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后来，妻子也下岗了，孩子幼小，剧团又没有了工资，家里生活实在是过

不下去了。他不得不去打工谋生，贩卖西瓜，卖扎啤，当小工，也只能是维持

一家人的一日三餐。他依旧害羞，做这些时还戴着一个遮阳帽。也曾有发达的

朋友邀请他去大地方开办歌厅，或是唱歌，他终究放不下心爱的花鼓，依然吊

在剧团这棵树上，不死不活地等待着戏剧来个咸鱼大翻身。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那时，我已经到了文化馆，常常看见他戴着遮阳帽风风火火地忙碌着艰辛

的生计。忙完了就喝酒，喝多了就唱花鼓戏。他唱得真好呀，能够赢来阵阵掌

声，可就是赢不来钱。有时，他也用花鼓演绎演出其他剧种中的名家名段，让

人很是喜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花鼓的韵白背诵《茶馆》里王利发的台词：

“改良啊！改良！一辈子也没忘了改良，老怕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

公寓。公寓没了，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我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

人总得活下去！我变尽了方法，无非是为了活下去！没做过缺德的事，没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我得罪了谁？谁？……那些狗男女活得有滋有味的，凭什么不

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每每听完，我都忍不住潸然泪下，而且至今也

记得这段台词。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忽然有一天，听说他的日子过好了。他办了一家婚庆公司，担任婚庆公司
的主持人，也在那个场合表演几个节目。那真是来钱，一场婚礼的收入常常超
过剧团一场大戏的收入。他也会到丧礼场合去唱歌，也会代表一些单位去汇演
一些节目。再见他的时候，人是红光满面膀粗腰圆穿金戴银了，日子真的是好
了。不过，他成老童了，他再也没有往日玉树临风英气逼人的气势了。
他的节目呢，自然是不值一提，做丑耍怪，极俗。他也唱花鼓戏，那清越

优美的花鼓戏也被他恶搞得不成样子。我不知道害羞的老童怎么会这样？那可
是他真心喜爱的花鼓呀。可是，他那些节目却很受欢迎，每次表演时，掌声、
欢呼声不绝于耳。而且，他时常被邀请到电视台参加晚会，接受领导接见，在
电视台和网上传播，弄得老童是家喻户晓，比他演刘海时还要有名。买了房，
买了车，好生神气。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有了这样的能耐，北京的一家电视台在州城选秀，县里拿钱选送他去参赛。

他依旧耍怪恶搞他喜欢的花鼓戏，谁想到剧场里竟然欢声雷动，他挫败群雄力

拔头筹，被省里领导确定包装送往京城，据说很有可能杀入年终决赛弄个名次

奖。因此，当市里领导高兴地给他颁奖时，他如沐春风，高扬着奖杯挥手致意。

这时，没想到那个曾经连看六十六场《刘海戏金蟾》的小姑娘——如今已
是中年妇女了，冲上台，抱住了他，一边大声哭泣，一边大声地说：“这是怎

么了？你怎么成了这样了……”弄得老童也是潸然泪下。

后来呢，后来，老童扔了那奖杯，拒绝了省里的邀请，关闭了婚庆公司，

自己开办了两个花鼓培训班，一心一意地传授花鼓去了。

【注】 花鼓戏：湖南省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1.文章设置“连看六十六场《刘海戏金蟾》的小姑娘”这一角色有什么用意？

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解题思维】

第1步，精准审读题意。“这一角色有什么用意”考查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作

用。“简要分析”明确答题要求。

第2步，读文筛选信息。

（1）首先，作为老童的狂热粉丝，她连看六十六场《刘海戏金蟾》可见当时

老童的热度，但随着传统戏剧的衰落，老童境况也日渐没落。当她看到老童恶

搞花鼓戏而放声大哭，老童也放弃了原来的营生，重新回归到传统戏剧。由此

可见，“小姑娘”见证了老童的变化，侧面表现了戏曲艺术和演员们的现实困

境。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作为老童的狂热粉丝，“小姑娘”是观众的代表。他们一直热爱着传统戏剧，

也见证了传统戏剧的兴衰和传统戏剧表演者个人的浮沉，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

“小姑娘”的举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2）小说结尾写到了“这时，没想到那个曾经连看六十六场《刘海戏金蟾》

的小姑娘……弄得老童也是潸然泪下”，这一情节通过“小姑娘”的哭泣和质

询，揭示了小说对传统艺术该如何继承和坚守的主题，也引起读者的思考。



考向一　人物形象作用

答案　①她是老童的粉丝，见证了老童的变化，侧面表现了戏曲艺术和演员们

的现实困境。②她是观众的代表，她的举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③通过她

的哭泣和质询，揭示文章的主题，引起读者的思索。 



考向二　物象作用

物象

作用

自身作用
作为小说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自身独到的特点、作用

和审美价值，能够丰富文章的内容。

环境作用
对时代特点氛围作了怎样的揭示或暗示，对人物活动的具

体环境的作用。

人物作用
物象衬托了人物品格，突出了人物形象。应格外注意物象

本身的特点对主要人物的映衬，如梅、兰、竹等。

情节作用

物象往往是组织和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物件。物象反复出

现，串起相关情节，从而成为全文的线索，兼有使结构更

加严谨的作用。

主题作用 物象往往具有衬托或象征意义，有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考向二　物象作用

【解题通法】
物象作用“3注意”

（1）根据物象种类与特征判断其作用。像“太阳”“雪”“竹”“梅”
等物象属于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本身就具有环境描写的作用，应特别注意它
在渲染气氛、铺设背景中的作用。与人物密切相关的物象，如人使用的器物、
伴随于身的动物等，要特别注意它在表现人物方面的作用。主体物象要特别注
意它在结构、主题方面的作用，次要物象要特别注意它在环境和人物方面的作
用。
（2）注意物象出现的位置，尤其是反复出现的位置，要紧紧结合上下文

分析。
（3）自身的作用。自身的作用指的是物象作为小说形象世界的一个组成

部分，有它自身的独到特点、作用和审美价值。



考向二　物象作用

边练边悟　（2021·浙江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麦　子

红　柯

他们住在祖国边疆旷野中的土房子里，要一直守护下去。不管是谁，问他

们搬不搬走？他们都说要住下去。当然了，老婆婆的回答要平和一些：“搬走

怎么办呢？你前脚走，草就后脚跟过来，这儿的草有多凶哇，你刚转个身，它

们就爬到窗户上，往屋里钻。”老头脾气躁：“往哪搬？我搬走你住呀。”老

头总以为他住的是宫殿。



考向二　物象作用

房子又矮又小。房子高不起来，房子周围的树就不怎么高。这儿的树都是

矮个儿，都是那种憨厚的榆树，树杈很多，叶子很密，就是长不高。风大。树

像绿狮子，毛发纷乱，疯狂地扑打风，风疼得满地打滚，蹿到天上，发出长长

的哨音，又跌落到洼地里发出猛兽似的嗥叫。风嗥叫起来，地都动呢。老头吓

唬老婆婆：“树抽打它们呢，树是老天爷的鞭子，老天爷要抽它们，它们只能

哇哇乱叫。”老婆婆战战兢兢：“老天爷为啥抽它们？”老头说：“谁让它们

乱跑，老天爷可容不得谁整天乱跑。”



考向二　物象作用

老婆婆走到浓密的树林里，老头发现她竟然一身金黄，飘动着团团芳香，

就像一头金色的豹子。豹子走在麦田里，麦子哗哗响起来。麦子的金光洒在榆

树上，榆树叶子油汪汪的；麦子的金光洒在云朵上，云就像戴了金笼头，云跟

牲畜一样弯下脖子在明净辽阔的苍穹上吃草，云吃草的声音很柔和，窸窸窣窣。

老婆婆摸麦

穗呢。她的手像一只跳鼠，跳到麦芒上，麦芒浓密绵长就像夏天的睫毛，

老婆婆触摸到夏天最美丽的地方。

麦子在老婆婆掌心里颤动。



考向二　物象作用

老婆婆的手黄巴巴的，长满了像豆子一般的金黄的茧，那些茧豆真大呀，

又圆又壮实，比麦粒儿大，比麦粒儿好看，就像一颗小太阳。大漠的太阳都这

样子，小小一点，原野就像合起来的手掌，太阳在金色的指缝间回落。有时太

阳会挂在树梢上，挣扎半天也挣不脱，把树都拉弯了，茂密的树梢牢牢地抱着

太阳不肯松手，就像一个粗野的汉子紧紧抱着他心爱的女人。

老婆婆的额头闪动着快乐的光芒，发出梦呓般的叫声：“长高了，长胖了。

”老婆婆搓开一只麦穗，麦粒肥肥胖胖，软乎乎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老婆

婆用手轻轻拍打着：“哭哇哭哇，快哭上一声。”

老婆婆曾生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夭折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考向二　物象作用

那时，他们年轻力壮，老头自己动手做了几只木碗，换了一口大锅，好像
他们要生一大群孩子。她说：“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丈夫自豪得不得了：“
咱们这里，想要多少娃娃就有多少娃娃。”丈夫大手一指，外边是辽阔的原野。
旷野无边无际，伸向远方。好多年以后，从大城市来的洋学生把这辽阔的

土地叫太平洋。
老头不知道什么太平洋，老头只知道他要养许多娃娃，老头就从太平洋开

始的地方垦荒。老头端着簸箕【注】把金黄的麦种大把大把撒出去。那正是落日
时分，泥土波涛汹涌就像沸腾的金属。老头的手臂跟鹰一样伸向苍穹，把落日
给遮住了，手臂粗壮的黑影投落到地上，随即发出一阵粗重的刷刷声。麦种的
大网捕获了土地，肥大的土块跟鱼群一样跳起来，向四周奔窜。太阳落下去，
麦子升起来。



考向二　物象作用

老头端着空簸箕，眼睛充满梦幻般的光芒。

那年，他去团部接受重要任务。他已经30岁，他在农场最偏远的地方开荒

种地，领导想起了他的婚姻问题。传他去团部的重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他骑马跑了三天三夜，赶到团部。他喊报告进去的时候，政委正给一个青年女

子谈话，政委的脸色不太好看。那女子却眉是眉眼是眼，长得很好看。他都看

呆了。女子不看他，他看人家。政委说：“怪我无能，没把工作做通。”漂亮

女子转身走了。他劝政委别生气：“那么漂亮的女子根本不适合我。”政委吃

惊地看他，他说：“我那地方需要结实的女人，跟马一样结实的女人。光漂亮

不中用。”政委说：“你要身体棒的，还真有一个，长相差些，心灵绝对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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