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四　散文类文本阅读
整体阅读指导



考情分析·切高考之脉搏



 考查年次 2021 2022 2023

新高考

Ⅰ卷

文本体裁 小说 小说 小说

文本出处 × × ×

选择题型 × × ×

简答题型 × × × 



 考查年次 2021 2022 2023

新高考

Ⅱ卷

文本体裁 散文＋小说 散文 小说

文本出处

废名《放猖》(散文)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

后》(小说)

李广田《到橘子林去

》
×

选择题型
6．鉴赏内容及艺术特色(3分)

7．理解分析内容(3分)

6．相关内容理解(3分)

7．艺术特点分析鉴赏

(3分)

×

简答题型
8．鉴赏词语效果(6分)

9．分析文本构思(6分)

8．分析文本构思(4分)

9．分析细节描写(6分)
× 



从新高考卷来看，散文类文本阅读呈现如下特点：

1．考查采用主、客观题混合的形式，以主观题型为主，选文类型

和题型有所创新。2021年新高考Ⅱ卷分别节选了废名的散文《放猖》和

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选择题型分别对两个文本进行

考查。

2．散文阅读的考查点主要是分析作品结构，概括作品主题；分析

作品的体裁特征和表现手法；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语言

的表达艺术；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等。尤以语言的内涵及语言的表达艺

术为考查重点，这与散文的体裁特点有关。



3．散文阅读致力深耕红色文化，彰显榜样力量。如2022年新高考

Ⅱ卷选用李广田的散文《到橘子林去》，文章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生动

描写了修马蹄、钉马掌的劳动场景，饱含对普通劳动者“赶大车的人”

的亲近和信任，并将车夫的运输工作与抗战时期的物资转运关联起来，

促使学生体会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的伟大力量，引导学生领悟“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真谛。



阅读导引·明解题之规范



散文阅读是高考中公认的最难把握的部分，但是，散文阅读题的解

答也是有技巧可言的。一般地讲，散文的考查侧重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

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分析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探究作者

的情感意蕴等。其中句子的分析理解是阅读的关键，也是高考文学类文

本设题的热点。



一、散文的基本概念

现代散文，是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有广义

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

文学性的散行文章。狭义的散文是指文艺性散文，它是一种以记叙、描

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

高考试卷中的散文概念指狭义散文。 



二、散文的一般分类
散文具有记叙、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与此相对应，散文也分为三

类。 

1．记叙性散文

记叙性散文是以记叙人物、事件、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与短

篇小说相似，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就叙事而言，散文所述的事件不要求

情节完整，更不追求曲折变化，而小说对叙事的要求较散文要高得多；

另外，散文在叙事的时候需要饱蘸情感，小说的情感则主要由人物体现

出来，不需作者明确抒发。就写人而言，小说要求努力塑造典型的人物

形象，典型人物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而散文中的人物则是在真人真事的

基础上，进行某些剪裁加工，注重对人物进行写意式的描绘。



2．抒情性散文

抒情性散文主要是用以抒发作者主观情感的散文。与其他散文相比，

抒情性散文情感更强烈，想象更丰富，语言更具有诗意。抒情性散文主

要用象征、比兴、拟人等方法，通过对外在形象的描绘来传达作者的情

思，因此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是这类散文最常用的手法。而直抒胸臆的

方法，在文章中可以出现，但通篇用此一法者并不多见。 



3．议论性散文 

议论性散文是以发表议论为主的散文。它与抒情性散文一样注重情

感的抒发，不同的是议论性散文重在理智，抒情性散文重在感情。它又

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用事实和逻辑来说理，而主要用文学形象来说话，

是一种文艺性的议论文。它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严密的逻辑；既要以

情动人，又要以理服人；融情、理于一炉，合政论与文艺于一体。



三、散文的基本特征

散文的文体特征概括来说就是“形散神聚”。所谓的“形”应指散

文中用来表情达意的人物、事物、景物、器物等。“形”的“散”体现

在联想的广泛、时空的纵横等方面，但目的却是统一的——用来表现理

念、抒发情感、阐述哲理、表达志趣、寄寓情趣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神聚”。



1．较强的纪实性 

散文具有较强的纪实性质。主张“大实小虚”：在保持题材大体真

实的前提下，某些细节的虚构，乃至某个次要人物的虚拟，是被允许的，

但散文中的情感是绝对真实的，这一点也应该是散文真实性的一个重要

方面。 



2．取材的广泛性 

散文的内容涉及自然万物、各色人等、古今中外、政事私情……可

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它能够谈天说地，更可以抒情写趣。凡

是能给人以思想启迪、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使人开阔视野、丰富知

识的，都可选作散文的题材。 

3．形式的灵活性 

散文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也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散文的结

构形式不拘一格，表达方式自由灵活，语言风格异彩纷呈。 



四、散文的阅读方法

情感是散文的生命，语言是其思想内容的外衣。阅读散文，应该从

语言入手，进而领悟散文中人、事、物、景的丰富内涵，读懂作者在文

本中所要抒发的对生命、生活、社会等的独特感受和情感态度。



1．分析景、物与情、境的关系

散文表情达意，主要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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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写什么景物、从什么角度或截取哪一部分、选择

哪一侧面、景物与景物如何安排组合，都是由作者的主观情感支配的，

不是客观景物的“实录”或“说明”。分析景、物与情、境的关系就要

沿着作者的思路逐层深入，而不是只停留在景物与感情的表层。



2．理解“形”“神”之间的关系

散文的“形”，是指散文的外在形式，如用了什么标题，选用了怎

样的材料，材料与材料之间是怎样组织的，又采用了什么线索，还用了

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语言使用得怎样等。散文的“神”，是指蕴含于外

在“形”中的情感、思想，它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一般来说，一篇

散文的“神”是集中的、凝聚的。要重视散文散的“形”和不散的“神

”的和谐统一，它们都从属于“思想”，是经过“思想”的选择并能积

极能动地反映“思想”的；许多材料看似很散，但它们都按照“思想”

的“线”组织在一起，它们的排列有着紧密的联系。





3．理清散文的线索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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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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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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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文章思路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4．懂得散文由实至虚的特点

散文交汇着叙述、描写与议论、抒情，“形”的铺展往往是“神”

凸显的前提，看似松散，其实多有联系或链接的痕迹。阅读的关键点不

在于记叙、描写的客体(实)，而在于记叙、描述中灌注的主体的思想、

感情(虚)。



5．探究散文句段的丰富意蕴

意蕴是散文的灵魂，一般指散文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如作品中渗

透的情感，表现出来的风骨、某种精神或某种取向等。探究意蕴可以讲

“广”字，求的是丰富意蕴；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探究，由浅层到深层，

讲的是“深”字，求的是深层意蕴。



6．品味散文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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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散文的解题步骤

1．读文，熟悉文章思路和内容

快速阅读，主要是熟悉文章，拉近和文章的距离，明确文章的写作

背景，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即解决“写了什么”的问题。如果速读时，

能够把握作者的文脉思路，表情达意时所用的手法，还可以解决“怎样

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快速阅读要善于抓标题、开头、结尾及意蕴深

刻之处，同时圈点勾画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段落和语句。快速阅读的目的

是在做题前整体把握文章，将文章的骨骼、精髓看得透彻，明白。



2．读题，明确题干要点和要求

细读题干，准确全面把握题干要求，把命题人的命题指向、意图看

得清楚、明晰，特别要注意答题的角度，忌答非所问。这里需要注意有

一个“主题辐射原则”，所谓主题辐射原则就是散文阅读的命题，不论

是有关内容，还是有关结构，还是有关表达技巧，都会从文章主旨的角

度出发，也就是说，所设置的问题都与文章的主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带着问题读，画定答题区间，抓取答题信息

(1)依据试题要求，迅速准确地画定答题的有效阅读范围及筛选相关

信息的区间。

(2)迅速准确地根据题干的要求把准答题的切入点，把握解题的角度。

(3)迅速准确地分清阅读材料中相关部分的组合关系及其逻辑层次。



典例文本 

》典例 1 (2022·新高考Ⅱ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到橘子林去

李广田

①小孩子的记忆力真是特别好，尤其是关于她特别有兴趣的事情，

她总会牢牢地记着，到了适当的机会她就会把过去的事来问你，提醒

你。

②“爸爸，你领我去看橘子林吧，橘子熟了，满树上是金黄的橘

子。”



典例文本 

③今天，小岫忽然向我这样说，我稍稍迟疑了一会，还不等回她，

她就又抢着说了：“你看，今天是晴天，橘子一定都熟了，爸爸说过

领我去看的。”

④我这才想起来了，那是很多天以前的事情，我曾领她到西郊去。

那里满坑满谷都是橘子，但那时橘子还是绿的，她并不觉得好玩，只

是说：“这些橘子几时才能熟呢？”



典例文本 

⑤“等着吧，等橘子熟了，等一个晴天的日子，我就领你来看看

了。”这地方阴雨的日子真是太多，偶然有一次晴天，就令人觉得非

常稀罕，简直觉得这一日不能随便放过。小孩子对于这一点也该是敏

感的，于是她就这样问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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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例文本 

⑥我们走到了大街上。今天，真是一切都明亮了起来，活跃了起来。石

头道上的水洼子被阳光照着，像一面面的镜子；女人头上的金属饰物随着她

们的脚步一明一灭；挑煤炭的出了满头大汗，脱了帽子，就冒出一大片蒸气，

而汗水被阳光照得一闪一闪的。天空自然是蓝的了，一个小孩子仰脸看天，

也许是看一只鸽子，两行小牙齿放着白光，真是好看。小岫自然是更高兴的，

别人的高兴就会使她高兴，别人的笑声就会引起她的笑声。可是她可并没有

像我一样关心到这些街头的景象。她毫没有驻足而稍事徘徊的意思，她的小

手一直拉着我向前走，她心里一定是只想着到橘子林去。



典例文本 

⑦走出城，人家稀少了，景象也就更宽阔了，也听到好多地方的

流水声了，看不到洗衣人，却听到洗衣人的杵击声，而那一片山，那

红崖，那岩石的纹理，层层叠叠，甚至是方方正正的，仿佛是由人工

所垒成，没有云，也没有雾，崖面上为太阳照出一种奇奇怪怪的颜色，

真像一架金碧辉煌的屏风，还有瀑布，看起来像一丝丝银线一样在半

山里飞溅。我看着眼前这些景物，虽然手里还握着一只温嫩的小胖手，

我却几乎忘掉了我的小游伴。而她呢，她也并不扰乱我，我想，她不

会关心到眼前这些景物的，她心里大概只想着到橘子林去。



典例文本 

⑧远远地看见一大片浓绿，我知道橘子林已经在望了，然而我们

却忽然停了下来，不是我要停下来，而是她要停下来，眼前的一个故

事把她吸引住了。

⑨是在一堆破烂茅屋的前面，两个赶大车的人在给匹马修理蹄子。



典例文本 

⑩我认识他们，我只是认识他们是属于这一种职业的人，而且他们

还都是北方人，都是我的乡亲。他们时常叫我感到那样子的可亲近，可

信任。他们把内地的货物运到边疆上出口，又把外边的货物运到内地，

他们给抗战尽了不少的力量……他们两个正在忙着，他们一心一意地  “

对付”那匹马。你看，那匹马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必拴，也不必笼，它

的一对富有感情的眼睛几乎闭起来了。不但如此，我想这个好牲口，它

一定心里在想：我的大哥给我修理蹄子，我们走的路太远了，慢慢地修

吧，修好了，我们就上路。慢慢地修，不错，他正在给你慢慢地修哩。



典例文本 

他搬起一个蹄子来，先上下四周抚弄一下，再前后左右仔细端详一番，

然后就用了一把锐利的刀子在蹄子的周围修理着。我为那一匹牲口预

感到一种飞扬的快乐……我这样想着，看着，看着，又想着，只是顷

刻之间的事情，猛一惊醒，才知道小岫的手掌早已从我的掌握中脱开

了，我低头一看，却正看见她把她的小手掌偷偷地抬起来注视了一下。

她是在看她自己的小指甲。而且我也看见，她的小指甲是相当长的，

也颇污秽了，每一个小指甲里都藏着一点黑色的东西。



典例文本 

⑪我不愿再提起到橘子林去的事，我知道小岫对眼前这件事看得入

神了，我不愿用任何言语扰乱她，我看她将要看到什么时候为止。

⑫赶马车的人把那一只马蹄子修好了，然后又丁丁地钉着铁掌。钉

完了铁掌，便把马蹄子放下了。那匹马把整个的身子抖擞了一下，我说

那简直就是说一声谢谢，或者是故意调皮一下。然后，人和马，不，是

人跟着马，可不是马跟着人，更不是人牵着马，都悠悠然地走了，走到

那破烂的茅屋里去了。那茅屋门口挂一个大木牌，上边写着拙劣的大字：

“叙永骡车店”。有店就好了，我想，你们也可以少受一些风尘。



典例文本 

⑬“回家。”小岫很坚决地说，而且已经在向后转了。

⑭“回家告诉妈妈：马剪指甲，马不哭，马乖。”她拉着我向回路

走。

⑮我心里笑了，我还是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跟着她向回路走。

⑯“我的手指甲也长了，回家叫妈妈剪指甲，我不哭，我也乖。”

她这么说着，又自己看一看自己的小手。



典例文本 

⑰“对，回家剪指甲，你真乖，你比马还乖。”这次我是不能不

说话了，我被她拉着，用相当急促的脚步走着。

⑱这时候，太阳已经向西天降落了，红崖的颜色更浓重了些，地

上的影子也都扩大了。我们向城里走着，我们都沉默着，小岫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我不再去看橘子了。”她心里也许有这么一句话，也

许并没有。



解题步骤

第一步：阅读文本，厘清内容脉落

标题“到橘子林去”让读者对橘子林充满期待，从而引出小岫父女二人

去橘子林路上的所见所感，作者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社会人生、思考现实。

第一部分(①～⑤段)：叙述小岫提醒“我”要领她去橘子林玩，“我”

想起了先前给她的承诺。



解题步骤

第二部分(⑥～⑩段)：叙述“我”和小岫沿途所见。

第⑥段叙述“我们”去橘子林时沿街所见和小岫的心理。

第⑦段叙述“我们”去橘子林时出城后所见和小岫的心理。

第⑧～⑫段叙述“我”见到两个赶大车的人的感受，小岫则被赶大车

的人修理马蹄子所吸引。

第三部分(⑬～⑱段)：叙述小岫拉着“我”要回家叫妈妈剪指甲，不

去看橘子了。

文章写得颇有情趣，但作者对人民力量的认同和赞许十分突出。



解题步骤

纵观全文：

从脉络看，“到橘子林去”贯穿全文，是这篇散文的线索。

从主旨看，散文以小事件反映大事件、大主题。父女俩要到橘子林赏橘，

途中遇见车夫修马蹄。这本是一件人们司空见惯的小事件，但作者却将其

做了两个指向：一是女儿想的是“马剪指甲，马不哭，马乖”“回家叫妈

妈剪指甲，我不哭，我也乖”，蕴含着人们遇到困难要坚强的哲理，也蕴

含着国家虽遭遇日寇侵华的艰难困境但要顽强面对的哲理；二是父亲想到

的是“他们给抗战尽了不少的力量”，反映的是支持抗战、热爱国家的大

主题。

从手法看，散文善于运用比喻、拟人、反复等修辞手法，给人以美感。



解题步骤

第二步：阅读题干，明确题目要求

前两个小题为选择题，涉及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文本艺术特点的

分析鉴赏。

后两个小题为简答题，分别考查文本构思和文本细节。

第三步：回归文本，逐题分析

在速读文本和阅读题干的基础上精读材料，从原文文本“抠”答案。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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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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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赶大车的人让“我”感到可亲近、可信任，除了他们“都是北

方人，都是我的乡亲”，还因为他们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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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我的分析】　第一步：审读题干要求

考查对文本内容的理解，需要逐项查找涉及的文本区间进行分析比

对，判断正误。



第二步：逐项分析比对

____________(A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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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只是”表述绝对，与她提醒“

我”履行承诺也有一定关系。B项，“出游兴致变高了”错误，并非出

游兴致变高了，而是出游路上的遇见让我感触良多。C项，表述正确。D

项，“父女二人的沉默表明他们对未到达橘子林感到有点失落”错误，

“我”不仅不失落，反而为孩子的成长倍感欣慰，“对，回家剪指甲，

你真乖，你比马还乖”。)



2.下列对本文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我的大哥给我修理蹄子，我们走的路太远了，慢慢地修吧，

修好了，我们就上路。”这一句将马人格化，写出了马对车夫的感情，

生动而饶有趣味。

B．“我”在判断小岫对去橘子林的态度时，用语从“一定”变为

后来的“也许”，暗示小岫的心理变得难以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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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岫的言行决定着本文的节奏。

D．本文借助小孩子的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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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我的分析】　第一步：审读题干要求

考查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需要逐项与文本信息进行分析比

对，判断正误。

第二步：逐项分析比对

____________(A项，表述正确。B项，“暗示小岫的心理变得难以

琢磨了”错误，无论“一定”还是“大概”“也许”都是“我”作为父

亲对孩子心思的猜测而已，并非难以琢磨，从中反而可见“我”是能“

读”懂小孩子心理的。C项，“小岫的言行决定着本文的节奏”错误，

本文的节奏是由“我”来掌控，写“我”眼见耳听心感。D项，“本文

借助小孩子的视角”错误，本文以“我”为写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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