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类文本阅读小说专题一：整体阅读及巧做选择题

（解析版）

【命题趋势】

1、试题位置：小说，在高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高考考查的

重点之一。自 2010 年国家考试中心将命题卷称为"新课标全国卷"以

来，文学类文本阅读一直聚焦在小说阅读上，小说阅读成为了高考测

试中的必考内容，目的就是要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学生

的语文素养。就小说阅读而言，它属于文学性较强的体裁，不论是教

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应当加以重视。

2、命题形式

两道选择题加两道主观题。2017 年开始选择题由以往的五选二改为

四选一，选择不正确的一项。一般选择题为 3 分，主观题为 4+6 分，

共计 16分。

3. 选材特点

受篇幅限制，以中外微型小说为主，直接选用原作或对原作删改，有

时也选取经典的中长篇小说作品片段。字数一般为 1200 字左右，题

材内容侧重关注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所选取的小说或有情感熏陶

的作用，或对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正确引导的作用，以当代文学作品为

主。

4、命题内容：主要针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氛围命题。另外，

还有揭示标题意义、探究主题多重性等命题形式。



考查内容主要有：分析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塑造方式，人物形象

【人物】；故事情节概括，情节作用的分析【情节】；环境作用【环

境】；探究作品的丰富意蕴,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

【主题】；

物象在小说中的作用【物象】；标题的含义及作用【标题】等。

【小说知识】

(一)文体特征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

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小说的本质特征是虚构，通过叙述虚构世界

与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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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体是讲故事，讲究讲故事的技巧以及结构的安排，

而散文则不讲究情节安排，所谓“形散神聚”也只是它结构上的特点

之一。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作者虚构出来的，而散文中的人物是在真

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剪裁加工，写意或描绘而成的。

1．小说四要素(一说三要素)关系图

2．小说常见主题

(二)文体种类

【整体阅读方法】

小说阅读步骤——读文“4步法”

第一步：划分层次，初识情节



小说本质上也是一种记叙文，可以按照记叙文的阅读方法先明确记叙

的对象、事件及其前因后果，把握事件“发生——经过——结果”的

完整过程；也可以按照小说情节的基本结构——开端、发展、高潮、

结局来把握。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必须划分层次，概括层意。

第二步：依托情节，初识人物

通过情节的发展以及情节发展过程中对人物的描写(肖像描写、动作

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初

步判断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生活的具体环境，有哪些言行和想

法，与其他人有着怎样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初步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

在这一步中不要忽视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直接评价语。

第三步：抓住时空，初识环境

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里。从时间上看，人物生活在什么时代里；

从空间上看，人物生活在哪个特定区域内(如南方或北方，城市或农

村等)。抓住了人物生活的时空特点，就初步认识了小说中的环境特

点及作用。当然，在这一步中如能注意到文中环境描写的句子，并能

快速概括其特点及作用，那就更好了。

第四步：提炼整合，初识主题

把握住小说的主题是读懂小说、整体把握的具体体现，但小说的主题

表达不像论述类文本那样直白，也不似散文用抒情议论来表达，它往

往通过象征、暗示、比拟等手法，让读者借助情节、环境等感悟出来。

这就是阅读小说“入”和“出”的过程，是“悟”的过程，要在综合

归纳上下功夫，除了要联系小说的三要素看主题外，还可联系小说的



标题、题材、含有意蕴的段落和语句，这样多方联系综合，才能准确

概括出小说的主题。



【巧做选择题】

（一）题型设置

第 6题：把握小说的思想内容

第 7题：把握小说的艺术特色

（二）选项设误陷阱

1．情节设误

情节设误是指选项曲解某一情节的作用，颠倒情节顺序或夸大某个情

节，甚至无中生有。

2．人物形象设误

人物形象设误是指对人物的性格特点的错误解说，考生在解题时要特

别注意概述人物形象的词语。

3．环境设误

环境设误是指选项对环境特点、作用及描写的特点进行错误理解分析。

4．艺术技巧和语言设误

艺术技巧和语言设误是指选项对塑造人物、设置情节、描写环境等方

面所用手法技巧的判定或解说错误；对小说叙述语言、人物语言的特

点、风格、作用的判定或解说错误。

5．主旨(情感)设误

主旨(情感)设误是指选项对小说的主旨(情感)曲解或拔高，甚至无中

生有。

（三）方法与对策

四个比对，确认客观题答案



1.比对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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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对人物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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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对思想意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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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艺术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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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文意主要是文意、情感、人物的形象表述不当，赏析一般为手法

和特色概括不当。

体裁是小说，应根据小说的三要素把握小说的故事梗概，比如有哪些

人物，主人公是谁；主要情节是什么，写了谁干什么事，体现了人物

什么特点，表现了什么主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使用了哪些方

式，是正面还是侧面，选项中如有误涉及这些方面，就应该到文中找

一找，看是否有这种描写方式，以及



对这些描写方式的分析是否有问题；有无环境描写，这些环境描写又

什么作用。

小说客观题解题 4步骤：

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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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圈画出评价赏析选项中的有关思路、情节内容、人物形象、

主题判断、作者情感、艺术手法等方面内容的核心词、关键词。

第三步：根据选项内容回归原文寻找对应内容，筛选信息类的选项注

意是否改变原文判断，评价赏析类的选项特别关注圈画的名称术语是

否有原文依据。

第四步：排除判断顶答案。根据“知识性错误”优先的原则，先将有

“知识性错误”的选项挑出来，然后再考虑赏析不当的选项，最后确

定答案。

【真题演练】

（2024·新高考Ⅱ卷）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千里江山图（节选）

孙甘露

叶桃离开上海去了南京。那时候陈千里还不明白，为什么她那么不喜

欢父亲叶启年做的事情，自己却又加入进去。后来他才知道，叶桃去

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叶启年的安排下，她成了机要室干事。



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在上海，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

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怦怦跳

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

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她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

看见两个她，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

说着说着，她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

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她。

一年以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

他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

有时她给他打电话（巷口烟纸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她上班的

地方，她也会支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

缝店取几件衣服。

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

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

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

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

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

快乐。她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

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二月，虬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

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

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



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瞻园里有许多

阴鸷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

园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

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

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

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她真正在做的是

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她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她所做的

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她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她

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

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她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

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她多少冒

了一点风险，幸亏她在瞻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

员手中。她还托人给他捎书和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

《布尔什维克》，还有她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巷烟纸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他很

少见到叶桃，她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

她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他去瞻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

南茶食铺，帮她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

他就常帮她跑腿，到了南京，她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

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家的橘红糕和酥糖，她还喜欢一个挑担小

贩的桂花糖芋苗，总是在瞻园门口那一带叫卖。



他买了橘红糕，却在瞻园门口被人拦住了。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

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了，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

叶桃告诉门房，今天她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

里自己进去。

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她吃了一粒橘红糕，说，

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地扔到一边，冷冷

地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

叶桃又叫他：“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芋苗。”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瞻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

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芋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他提着保温筒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瞻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

小贩揭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芋羹，

装进提筒，往里撒了点桂花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

钱。陈千里把糖芋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

容。

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筒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

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逮捕了广东的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

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



他知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牺牲前，她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

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她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

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她可以说了。她说她一直打算发展他

入党，党组织也认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已经可以接受陈千里入

党，可她现在没有时间了，她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他看见两个她，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说明叶桃的性

格活泼多变，让年轻的陈千里琢磨不透。

B. 叶桃喜欢城南茶食铺的橘红糕和酥糖，以及挑担小贩的桂花糖芋

苗，表明她很适应南京休闲的日常生活。

C.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把陈千里买的橘红糕扔到一边，半天不理

他，反映出

她斗争经验不足，关键时刻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

D. “现在她可以说了”而“从前没有告诉他”，表明叶桃与恋人相

处时也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纪律。

7.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写叶桃和陈千里在梅花山背诵诗句，既表现出两人的精神风采，

也点出时代氛围。

B. 选择壮汉、狼狗、枪支、秘密文件、警示牌、惨叫等来写瞻园，

凸显其阴森残酷。



C. 描写机要室另两个女人微笑以及门房笑的细节，用以反衬一种紧

张诡异的气氛。

D.



 文本记叙叶桃和陈千里在上海与南京的经历，将个人爱情与革命斗

争交融在一起。

8. 文中画线处说“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

又说“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请谈谈你的理解。

9. 文本中频频出现“一年以后”“现在想来”“他知道这情况时”

之类标示时间线索的语句，产生了怎样的叙述效果？请简要分析。

【答案】6. D 7. C

8. ①两人日常交往中，叶桃总是先离开，但依然通过多种方式和陈

千里保持联系；

②叶桃思想上更早觉悟，先于陈千里参加革命，又引导他走上革命道

路；

③虽然叶桃后来在斗争中牺牲，但她永远活在陈千里心中，她的革命

精神为陈千里所继承。

9. ①整体上回溯性地讲述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

②具体事件的叙述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交代，情节脉络清楚；

③展现出人物的成长历程，使人物形象更丰满；

④通过叙述时间的跳跃，过去与现在、回忆与现实相交织，将谜团逐

一解开，行

文跌宕起伏。

【解析】

【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A.“说明叶桃的性格活泼多变”分析错误，根据原文第三段内容可知，

此处是说明陈千里感到叶桃的工作重要并且神秘。

B.“表明她很适应南京休闲的日常生活”分析错误，根据原文“几天

后他才知道，保温筒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

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可知，叶桃喜欢城南茶食铺的橘红糕和酥

糖，以及挑担小贩的桂花糖芋苗，是为了给党组织送情报。

C.“反映出她斗争经验不足，关键时刻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分析错

误，根据原文“他提着保温筒出来”“保温筒盖子下面有一张字条，

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可知，叶桃把陈

千里买的橘红糕扔到一边，半天不理他，是想办法让陈千里把紧急情

报送出去，及时交给党组织。

故选 D。

【7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C.“用以反衬一种紧张诡异的气氛”分析错误，根据原文“机要室里

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他提着保温筒出来，门房朝他笑”

可知，机要室另两个女人微笑以及门房的笑容并没有反衬紧张诡异的

气氛，反而是表现了一种日常的、相对轻松的氛围，与叶桃和陈千里

的关系和情感互动有关。

故选 C。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的能力。



①从句子表层意思分析：“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

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说明在叶桃与陈千里两人的日常交往中，叶

桃总是先离开；根据“即便去了南京，她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说

明“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是指叶桃虽然不在陈千里身边，但依

然通过多种方式和陈千里保持联系；

②从句子深层含义分析：根据原文“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

现在他才

理解，写那些信她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可知，“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

一个”是因为叶桃思想上更早觉悟，先于陈千里参加革命，通过文中

对叶桃与陈千里交往的描写，结合原文“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筒盖

子下面有一张字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

去”可知，“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是指叶桃引导陈千里走上了

革命道路；

③从句子情感内涵分析：根据原文最后“她说她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

党组织也认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已经可以接受陈千里入党，可

她现在没有时间了，她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可知，“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是指叶桃在斗争中牺牲，而陈千

里继续革命；“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是指虽然叶桃后来在斗争

中牺牲，但她永远活在陈千里心中，她的革命精神为陈千里所继承，

陈千里会向她希望的一样，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语句产生的叙述效果的能力。



①从小说内容分析：根据选文“一年以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现

在想来，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他知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

重伤”这些标示时间线索语句，说明小说内容是回忆的故事，小说整

体上是回溯性地讲述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

②从情节脉络分析：“一年以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现在想来，

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他知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这

些标示时间线索的语句，使陈千里去南京，叶桃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

查科并保守秘密，帮助党组织考验陈千里，陈千里知道事情的真相等

具体情节的叙述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交代，使文章情节脉络清楚明了；

③从人物形象分析：文中这些标示时间线索的语句，从“过去”到

“现在”，通过时空转换，展现出陈千里这一人物在叶桃的帮助下由

疑惑到明白，逐渐成长的漫长历程，使小说中叶桃这一人物形象更丰

满；

④从行文特色分析：“一年以后，陈千里也去了南京”“现在想来，

说不定她一直都在暗示他”“他知道这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这

些语句叙述时间，由“过去”直接转到“现在”，具有跳跃性，通过

陈千里这一人物的衔接，使小说内容将过去与现在、回忆与现实相交

织，将叶桃所做的事的谜团逐一解开，这样的衔

接使行文跌宕起伏，更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专项训练】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将军岭



刘建超



①将军离休，按待遇是可以到干休所修养的。

②将军不去干休所，硬是拽着噘着嘴老大不愿意的夫人回了豫西老家，

一个叫秃岭的山村。

③正是深秋，将军和夫人坐着铁轱辘牛车，慢慢腾腾沿着坑坑洼洼的

土路颠簸着进了村。夫人看着光秃秃的山岭，看着眼前墙壁班驳、瓦

片零落的房子，坐在车上就哭了。将军夫人可是生长于大城市的人，

原本是想留在城里安享晚年的，没想到让将军带回了穷乡僻壤的山村。

④将军却很兴奋，他说：“老婆子，你想想，有房子住，有地种，这

可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啊！”夫人抹着眼泪，开始拾掇屋子。

⑤村子里的人听说将军回了故乡，都围拢到他的屋里拉呱。将军抽着

乡亲卷的“喇叭筒”说：“我回来就是想拼上后半辈子植树开荒，把

咱这光秃秃的山变成绿洲。”

⑥村里人打着呵呵，一笑了事。谁信啊，秃岭干旱缺水，几辈人都在

熬穷日子，谁能改变得了。在外边享完福了，回来净说大话。

⑦将军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每天清晨起床，跑步出操，早饭后就扛

着铁锨去岭上挖树坑，说自己是“锨头部队”。坡岭地石头多，一锨

铲上，冒着火星，震得虎口出血。将军不皱眉头，晚上收工就像打了

胜仗一般，嘴里还哼着军歌。

⑧将军画了一幅秃岭的地图挂在墙上，挖成一个树坑就画上一面小红

旗，将军说这叫持久战，终有一天红旗要插满山头。

⑨冬日黄昏，将军和夫人围坐在炉火旁。



⑩将军说：“挖好的十八个树坑，明年开春就可以种树了。”夫人点

点头。

将军说：“咱这干旱少雨，光靠天吃饭不行。我找专家看过了，咱岭

上也能找到水源，打几口机井就能解决问题。”夫人点点头，拉开皮

箱，把存折放在将军手里。

将军找来打井队，凿出了三眼机井。当哗啦啦的水浇灌进干裂的土地

时，暖暖的春阳照见了将军脸上的欢笑和夫人眼中的泪花。

节假日，将军把在城里工作的儿女们召回村里，一起上山挖坑种树。

儿女们手上打了血泡，望着荒凉的秃岭发呆。

将军说：“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去当兵吗？”儿女们互相看了看，都没

有回答。

将军笑了，说：“当兵，就是为了能填饱肚子。”这秃岭村十年九不

收，年年都要逃荒要饭。十五岁那年，将军讨了一块玉米饼子，不想

却被地主家的孩子抢走扔给了狗。将军打伤了那孩子，不敢回家，就

去参加了八路军。连里发给他一把铁锨，班长说，在南泥湾开荒种地，

打粮食吃饱饭，也是为抗战。别看将军年纪小，但体格健壮满把子的

力气，开荒种地的表彰大会上，将军被评为劳动模范，领导亲自给他

戴上了大红花。

将军说：“当年那么艰苦恶劣的环境，我们都能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

变成陕北‘好江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坚信能让这秃岭变成花

果山。”



日子在将军的手掌间摩擦，墙上地图插上的红旗越来越多，栽种的果

树开始挂果了。村民看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将军的“锨头部

队”。

将军的老战友来看望他。走进村口，向正在清理猪粪的老农打听将军，

老农笑着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战友们这才看清满面黝黑、

一身泥水的老农就是他们的老首长啊。晚上，他们坐在院子里，吃着

新摘的水果，回忆着峥嵘岁月，高唱着“解放区呀么呵嘿，大生产呀

么呵嘿”，直把月亮震得躲进云里。

将军的孙子大学毕业，跟随将军的脚步，回乡创业，要把秃岭建成农

业生态园。

将军欣慰地笑了，他对儿孙说：“我能留给你们的只有这张还没插满

红旗的地图。你们把这块土地摆治好，让秃岭村的人脱贫致富。”

现在要去秃岭村可好走了，坐上旅游大巴，沿着最美乡村公路往南三

十里，走到果木葱茏的山脚，就看到生态园的招牌了，不错，就是它

——将军岭生态园。

（有删改）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夫人被将军拽回条件艰苦的老家，多次哭泣流泪，说明她贪图享

受、不能吃苦。

B. 村民拜访回乡的将军，听了他的豪言壮语，虽觉得他说大话，但

还是迎合奉承。

C. 离休回乡，将军未改变军人习惯，跑步出操、唱军歌，言行举止



还是军人风范。

D.



 将军说服了夫人、儿女、孙子和乡亲们，发动他们一起努力，把秃

岭变成绿洲。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坑洼的土路、光秃的山岭、破败的房子，荒凉的环境描写奠定小

说悲伤的基调。

B. “锨头部队”，一语双关，既指将军是用铁锨劳动，也指他率先

去植树的行动。

C. 对将军形象的塑造，除正面刻画外，还通过描写村民、战友等人

物来侧面衬托。

D. 小说语言质朴，亲切自然；掺入“拉呱”“摆治”等口语化词语，

有地方特色。

【答案】6. C 7. A

【解析】

【6题详解】

此题考查文章内容的理解。

A.本文描写将军夫人多次流泪，文章第④段“夫人抹着眼泪，开始拾

掇屋子”，虽然不太情愿，但回山村已成事实，“开始拾掇屋子”，

可知夫人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第⑩段“夫人点点头”，第 段“夫

人点点头，拉开皮箱，把存折放在将军手里”，可知夫人已经对将军

的行为表示认可、支持，愿意和他一起吃苦；第 段“当哗啦啦的水

浇灌进干裂的土地时，暖暖的春阳照见了将军脸上的欢笑和夫人眼中

的泪花”，这泪花，是激动的泪花，是心疼将军的泪花。A项中“多



次哭泣流泪，说明她贪图享受、不能吃苦”有误；



B.由第⑤段“我回来就是想拼上后半辈子植树开荒，把咱这光秃秃的

山变成绿洲”，第⑥段“村里人打着呵呵，一笑了事。谁信啊，秃岭

干旱缺水，几辈人都在熬穷日子，谁能改变得了。在外边享完福了，

回来净说大话”，乡亲们不相信将军说的话会实现，“打着呵呵，一

笑了事”，可知 B项中“听了他的豪言壮语，虽觉得他说大话，但还

是迎合奉承”有误；

D.由文章第⑦段将军自己“扛着铁锨去岭上挖树坑”，第 段“栽种

的果树开始

挂果了。村民看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将军的‘锨头部

队’”，第 段“将军的孙子大学毕业，跟随将军的脚步，回乡创业，

要把秃岭建成农业生态园”可知，家人和乡亲们是在将军的带头和影

响下自动加入了建设生态园的队伍的，D项“将军说服了夫人、儿女、

孙子和乡亲们，发动他们一起努力，把秃岭变成绿洲”有误；

故选 C。

【7题详解】

此题考查分析鉴赏。



A.文章第③段“将军和夫人坐着铁轱辘牛车，慢慢腾腾沿着坑坑洼洼

的土路颠簸着进了村”“光秃秃的山岭”“墙壁斑驳、瓦片零落的房

子”“穷乡僻壤的山村”描写了条件的艰苦，环境的恶劣，突出了将

军把秃岭变成花果山的艰难，表达了作者对将军的敬佩之情。第④段

“将军却很兴奋”，第⑦段“将军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每天清晨起

床，跑步出操”“晚上收工就像打了胜仗一般，嘴里还哼着军歌”，

第 段“老农笑着说”“高唱着‘解放区呀么呵嘿，大生产呀么呵

嘿’，直把月亮震得躲进云里”可知全文的感情基调是激昂欢快的，

选项中“奠定小说悲伤的基调”有误。故选 A。

二、（2024·山东泰安·二模）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闸门

走下山顶不远，周仆突然停住脚步。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

的景象呵！这就是刚才烈士们带着满身的火焰同敌人进行壮烈搏斗

的地方！在浅淡的暮色里，周仆看到烈士身上的棉衣，有一些余烬还

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他们有人掐着敌人的脖子

把敌人撩倒在地上；有人同敌人死死地抱着烧死在一起；有人紧紧地

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有人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

块耳朵。附近还有几个六○炮的弹坑，弹坑边躺着烈士，成堆的美国

人倒在烈士的周围……

周仆再往下一望，从山腰到山脚，美国人遗弃的尸体，乱糟糟地盖住

了整整一面山坡。尤其在那个山洼，那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的长大

而笨拙的尸体，密集得一个压着一个，一堆连着一堆。他们以各种各



样的姿势，横七竖八地躺在积了很深的血水里。其中许多尸体，头冲

北，脚朝南，看得出他们是遭到突然的反击惊慌后退中被击毙的。郭

祥的“闸门”，就是这样把那些远渡重洋的恶狼一



批一批地砸死在这里，碰死在这里。看见这种情形，周仆真想大喊一

声：杀人犯们！那些以侵略别人的国家、破坏别人的幸福为职业的杀

人犯们，那些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无比残忍而在战士面前胆小如鼠

的卑劣的野兽们，你们认真地瞧瞧吧，这才是你们迟迟早早必然会得

到的下场！周仆站在山坡上，热血上涌，思绪翻腾。眼前仿佛又飞出

火人的巨大身影，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他们震天动地的呐喊。这些火人

们，这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们，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什

么样的战士呵！他们是下凡的天神吗？不，他们不是天神，他们就是

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战士，是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然

而，他们却的的确确像无畏的天神，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劳苦大众复

仇的天神。世界上有任何一种反动力量，可以打败这样的部队吗？没

有，过去没有，今后就更不会有，而是相反，它们终究要被这样的战

士所打败！周仆沉吟间，只听有人“哎”了一声。

他转眼寻视，只见一个抢运烈士遗体的战士，抱着烈士的头坐在地上，

好像在低声哭泣的样子。他赶过去一看，是刘大顺，他低着头，眼泪

像小泉水似地涌流下来。

“你，你怎么啦？”周仆忙问。

调皮骡子和其他战士也赶过来问：“你怎么啦，刘大顺？”

①“断了……”他指了指烈士的手指，难受地说。

周仆一看，那位烈士紧紧地抱着敌人，嘴里街着敌人半块耳朵。由于

双手抱得过紧，分都分不开，以至烈士的手指被掰断了。

周仆的心，不禁引起一阵酸辣辣的疼痛。在场的人，也都十分难过。



停了一会儿，周仆才说：“别难过啦，同志们。我们应该很好地向烈

士学习。你看他们对敌人多么仇恨。对敌人不仇恨，或是恨得不够，

就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话是对大伙说的，可是刘大顺却觉得，政委仿佛是针对自己讲的。

“政委……”他并没有抬起头，“我，我想找你谈一次话。”

周仆亲切地说：“我也早就想找你谈谈，可惜没有抓紧时间。……昨

天在诉苦会上，我见你昏倒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很难过的。”

“我，我……政委，”他被政委的话所激动，流下了眼泪，话也说不

成句了，“我越想越不该犯那样的错误（对敌人动了仁慈之心）；看

看同志们，我觉

得我够不上一个红三连的战士…”

周仆上前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大顺同志，我们决不会根据一时

的表现，来断定一个同志的。……大家还是快把烈士的遗体运到后边

去吧，免得呆会儿炮火再伤着他们。”刘大顺恋恋不舍地撒开手，②望

望政委，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与感激的神情。周仆亲自用手理了

理烈士的遗体，由刘大顺他们抬往后面去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北面的战斗越发激烈起来。炮火的闪光，有如打闪

一般，照得山谷一明一暗。红色的电光弹在夜空里纵横交叉，来往飞

驰。③不一时，敌人的照明弹也打起来了，越打越多，照得山谷如同

白昼一般明亮。夜航机也轰隆轰隆地出现在阵地的上空。周仆回到山

顶的时候，二连已经按照命令前来接防。三连的代理连长乔大夯，班

长陈三和代理班长调皮骡子围着政委，要求把他们继续留在阵地上。

“让我们打到底吧，俺们红三连能坚决守住阵地！”乔大夯说。

周仆摆摆手说：“你们已经很辛苦了，下去休息一下再说。”



“战斗还没结束呀，政委，我们怎么能下去哪？”陈三说，“这不是

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倒没什么，这是战士们的意见哪！”

“我们人少，顶一个排还不行吗？”调皮骡子也接上说。

“不行，这是命令！”周仆决断地说。

“俺们红三连……”乔大夯又要说他的红三连了。

小迷糊打断他的话，附在他耳朵上使劲地喊：“政委说罗，这是命

令！”

大家看政委脸色严峻，才不言语了。④乔大夯慢腾腾地卸下刺刀，插

在皮鞘里；又从地上拣起他们连长那把带血的铁锹，扛在肩上；迅速

地整理了部队，带着 22名战士，走下凸凹不平的阵地。

“真不愧是井冈山下来的连队！”周仆自言自语地说，在炮火的闪光

里，望着他们坚强的背影。

（节选自魏巍《东方》，有删改）

注：周仆是志愿军某团政委，郭祥是该团三连连长。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的题目“闸门”一语双关，既指具体的河流的闸门，也象征

以郭祥为代

表的志愿军战士组成的狙击队。

B．小说第二段通过周仆的心理描写，表明志愿军战士是最朴素的真

英雄，他们为了劳苦大众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C．由美国人遗弃的许多尸体，“头冲北，脚朝南”的情状可以看出

美国士兵的狼狈，表现了志愿军的果敢英勇。



D．小说中陈三、调皮骡子与政委周仆的对话，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生

命不息，战斗不止”、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句子①借助泣不成声的语言描写揭示了刘大顺因不小心折断战友

的手指而伤痛、内疚、歉意无尽的心理。

B．句子②使用神态描写表现了刘大顺对周仆的感激之情，也表明了

他的思想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

C．句子③用“白昼一般明亮”强调了战场环境的严峻，预示又一次

战斗的开始，推动了情节发展。

D．句子④中的动作描写说明了乔大夯内心的不情愿与无可奈何，侧

面衬托周仆的威严及指挥下属的霸气。

8．请赏析小说第一段中画线的句子。

小说节选部分设置“周仆”这个人物形象有何作用？请简析。

【答案】6．A 7．D

8．使用排比（整句）和细节描写，形象地展示了反击战后战场上惨

烈的情景，突显了战争的激烈、残酷，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写出了

志愿军战士对侵略者的痛恨，体现了他们保家卫国不惧牺牲的革命精

神；表达了作者对志愿军战士无比的热爱和敬仰。

9．①通过周仆这一形象展示了志愿军指战员关爱战士的情怀和果决

的战术能力，体现了志愿军官兵平等的民主风气；②起到线索的作

用，由周仆所见所思及其



和战士的对话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将相关的内容紧密地组织在一起；

③以周仆的视角来写战场上的情景，增强了现场感，具有强烈的感染

力，更有利于突出主题。

【解析】6．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A.“一语双关”错误。根据原文“郭祥的‘闸门’，就是这样把那些

远渡重洋的恶狼一批一批地砸死在这里，碰死在这里”，可知“闸门”

在文中是指以郭祥为代表的志愿军战士组成的狙击队，并没有涉及具

体的河流的闸门，不是双关。

故选 A。

7．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D.“侧面衬托周仆的威严及指挥下属的霸气”错误。乔大夯“慢腾腾

地卸下刺刀，插在皮鞘里”写出他不愿下战场但又不得不执行周仆的

命令，而周仆之所以要求他们必须下去休息是因为他们太辛苦了，是

体贴战士，不能体现“周仆的威严及指挥下属的霸气”。

故选 D。

8．本题考查学生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

术的能力。

从句式的角度来看，划线句中使用多个“有人……”的句式，句式整

齐，构成排比，增强了语势，便于抒情。使用排比的修辞，列举典型

场景，写战士们牺牲时的各种姿势，表现了志愿军战士不惧牺牲的精

神，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赞美和崇敬。



从描写角度看，“掐”“撩倒”“抱着”“握着”“衔着”“躺着”

等使用细节描写，刻画了战场上惨烈的场景，“烧死在一起”“沾满

了敌人的脑浆”“躺着烈士”表现了战士们对侵略者的痛恨；用战士

牺牲时的状态，表现了战争的激烈和残酷。

之所以详细描写这些场景，是出于对战士们的崇敬，表达了作者对志

愿军战士无比的热爱和敬仰。

9．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小说写了周仆对刘大顺及战士们的关爱，先是询问刘大顺“你，你怎

么啦？”，然后是劝慰和开导“别难过啦，同志们。我们应该很好地

向烈士学习。你看他们对敌人多么仇恨。对敌人不仇恨，或是恨得不

够，就不会有真正的勇敢！”，看到烈士的遗体而悲伤，亲手整理烈

士的遗体；安慰关心战士，体现了作为志愿军指导员对战士的关爱。

乔大夯他们坚决要求守护阵地，但周仆坚决要求他们下去休

息，体现了他果决的战术能力。由此可见志愿军官兵平等的民主风气。

从情节的角度分析，根据原文“走下山顶不远，周仆突然停住脚步”

“周仆再往下一望”“他转眼寻视”“周仆自言自语地说，在炮火的

闪光里，望着他们坚强的背影”，可知小说主要写了周仆在战场的所

见所闻所思以及与三连战士关于留守问题的对话，以周仆为线索，将

相关的内容紧密地组织在一起；

小说从周仆的视角讲述故事，写他的所见“看到烈士身上的棉衣，有

一些余烬还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所思“他们

是下凡的天神吗？不，他们不是天神，他们就是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



素的战士，是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所感“周仆站在山坡

上，热血上涌，思绪翻腾”，增强了真实感，增强了感染力，更有利

于突出作者对志愿军战士无比的热爱和敬仰这一主题。



三、（2024·广东汕头·二模）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溧武路上的故事

丘东平[注]

在江南，在日本人的梅花桩和棋盘格子中通过封锁线，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情。

有一次，“中国军”有两个营开过溧武路，他们惯于在白天里行军，

因为只有在鲜丽的太阳光下，才能显见他们军容的强盛，日本人从山

峡里向他们开枪了，日本人知道在这样的一瞬中饱飨杀戮的狂欢，

“中国军”还来不及把枪杆子从肩膀拿下，瞬息之间已经有三百多个

丢了性命。像这样的故事那边的居民知道得最清楚。

两年前，“中国军”有一个团开过溧武公路，他们在所有大大小小的

路上放出哨兵，对群众无限制的呵叱、检查、逮捕和杀戮，禁止群众

在任何的路上通过。“先生，为什么你们总要放这么多的哨呢？”在

庄湖头，有一个青年这样提出发问。

“混蛋！”那“中国军”呵叱着：“你问什么？为什么问？”

“……因为我觉得奇怪，我们新四军是不放哨的，所有的群众都是新

四军的哨兵。可是你们……”“为什么‘我们’‘你们’？为什么叫

‘我们新四军’？你……这个坏东西，共产党！”

于是他们开了一个地洞活埋了那青年。

然而这一次，日本人加强了溧武路的封锁，日本人准备在封锁线上和

他们作战，或者在棋盘格子里把他们消灭净尽。



团长，那长个子、白脸孔、眼睛像鸽子般起着神秘的圈的浙江人，唾

骂所有的部下。他企图在日本人的恐怖中救出自己，准备着当日本人

到来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大踏步地走开，用深恶痛绝的态度抛

弃那无数的懦夫——他自己所率领的队伍。

这天的下午，他接见了新四军的一位支队参谋……他客气到无以复加，

他首先颂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又羡慕新四军光辉彪炳的战绩，最后

为了表示对新四军的忠诚，他痛诋旧式的军队生活的没落与黑暗，甚

至不惜抛弃自己的立场。

这新四军的支队参谋是一个游击战争的老手，在过去，他曾经和国民

党整整斗争了十年

共产党人有他的一种单纯、朴素的气质，在统一战线的场合，往往要

使对方浓盛的情意以及丧失立场的谦虚成为可笑或过分。他是一个灰

暗、沉默、并不十分令人注意的人物，他答应一个人的请求并不是为

了请求而答应，却是由于人类单纯的互助的本能。

“好的，”他用一种单调的次低音对友军的团长这样说，“那么现在

就走吧。”没有感叹号，更没有包含半点疑虑。

他没有带什么队伍，除了他的坐骑之外只带一个小鬼。小鬼和他，这

就是他的行列。他的小鬼是一个稚弱的简直只懂得嘻嘻地说笑的小孩

子，他背着一个望远镜，一把很长的日本剑，一支手枪，用日本旗子

做包裹布，手上还戴着一个漂亮的表，这些都是从战斗中缴获的胜利

品。他的小鬼牵着马走在前面，走得很慢。



日本人在溧武路上等候着。那支队参谋骑在马背上，叫他的小鬼牵着

马，一步一步爬上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冈，走向茅山的山麓。他

们的背后，“中国军”一个团的庞大的队伍被率领着。夜幕慢慢的落

下来。

碧空里挂着刀一样的上弦月，松林蕴蓄着热的气息，松的针叶子发出

坚硬的轻微的震荡，像金属物似的喑哑地发出悲鸣，又像远远的潮汐，

当泛滥着海岸之后重又慢慢地向着海里引退，用一种低低的叹息传出

无穷尽的千古不息的疲乏的音波。

将近十点左右了，这正是性急的日本人为了倦于等候而暂作罢休，撤

回了他们的埋伏的安全的时候，有群众的线索的人会了解这个时候

的。……然而依据群众的报告，日本人此刻正结集在附近的公路上。

那支队参谋带领着友军的一个团，慢慢地向东走近薛埠，在日本人的

碉堡和薛埠之间通过公路，然后沿着公路的旁边向西。队伍已经走过

了一半，山涧里狂噪着无限凄切的一片蛙鸣。

支队参谋下了马，和他的小鬼一同站在公路上，叫那后一半的队伍迅

速地向着公路的南边跃进。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薛埠那边，相距还不

到五十米远，有敌人的坦克车沉重地开来了，而且开始用机关枪向着

公路两边作猛烈的扫射。



支队参谋对他的小鬼说：“小鬼，你跟着他们走吧，不然你会发生危

险的。……”支队参谋只有这个命令是错发了的。他尽可以不必叫他

的小鬼走，如果他不叫小鬼走，却和他在一道，倒不至发生什么危险。

他自己是当坦克车挨到身边时方离开那公路上的。这时候，友军的一

个团的队伍已经安然地通过了。他对于友军已经尽了这一次向导的责

任。他离开了友军，独自个在荒山上来回的乱窜，在寻觅他失去的马

和小鬼。直到东方发白，他才在距公路不远的水塘边找到他的小鬼的

一顶满湿着血的军帽子。这军帽子的左边有一条很整齐的刀砍的裂缝，

这很整齐的刀砍的裂缝寄存着世界闻名的日本单面剑的锋利无比的

剑锋。日本人砍杀了他的小鬼，并且把他的小鬼的尸体也带走了。

“唉，这小鬼，他一定在冲过公路的时候受了伤，……或者他倒在水

塘边，因为伤口疼痛而挣扎，拨得水响，给日本人听见了，然后用刀

把他砍死的。……”他把那血淋淋的军帽子捡着带回去，喃喃的自语

着，眼眶里掉下了一颗颗的怀念的热泪。

这一次，只有那新四军的支队参谋牺牲了他的一个小鬼，并且不见了

他的马。

一九四一年

（选自《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注】丘东平，广东海丰人，“左联”军事文学家、报告文学家和小

说家。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参加新四军，曾随陈毅作战，

1941年牺牲。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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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中国军”团长接待参谋时极力赞美新四军，是想通过奉承对方

来得到对方的帮助，实际上他对新四军军队一无所知。

B．作者用“灰暗，沉默”来形容参谋，并不符合一般正面人物的描

写，却使参谋这一人物形象更特征鲜明、真实生动。

C．文中的景物描写如“刀一样的上弦月”，凛冽、肃杀、阴森，渲

染了穿越敌人封锁线时的紧张气氛，凸显战争文学的特点。



D．作者让读者代入参谋的视角，通过血淋淋的军帽、剑锋来想象小

鬼遇害的惨状，叙述冷静含蓄，更加强了情感的冲击力。

7．关于文中庄湖头青年与“中国军”对话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一项是（ ）

A．从青年对国民党军队提出的“为什么要放这么多哨”的疑问可以

看出，连群众都能看出国民党作战策略的失误。

B．青年称“中国军”“你们”，又称“我们新四军”，显示群众对

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C．从“所有的群众都是新四军的哨兵”说明新四军与群众紧密相连，

有群众支持，为下文团长的求助作了铺垫。

D．国民党军队害怕提问题的青年人泄露作战计划，于是杀害了他，

表现了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敌视和草管人命。

8．小说末段“只有”二字蕴含多重情感，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张力，

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丘东平 1938 年参加新四军，被称为“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开拓者”。

曾有评论家以“士兵·战争·人”为题评论丘东平的作品，请你也以

此为题，写出评论的要点。

【答案】6．A 7．D

8．①对小鬼牺牲的痛惜：掩护友军通过封锁线的任务顺利圆满完成，

只有小鬼不幸惨遭日本人的毒手，展现了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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