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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厚积薄发
新教材新高考的背景下，夯实基础、

灵活思维是两个重要因素。新教材是培

养二者的重要法宝之一。例如，《百合花》

中小战士借被子，《哦，香雪》中香雪用鸡

蛋换铅笔盒，《包身工》中咳着、喘着、淌着

冷汗这一段描写的意图，《记念刘和珍君》

中“沉默呵”段的作用等，考生需依托教

材，养成理解、分析段落、谋篇布局的思维

习惯，长年累月下思维品质会逐步提升。

2.贯通意识
高三复习过程中，考生会做大量的

模拟题，建议大家在完成每套题后，将试

题按照题干提问方式分类整理，结合答

案要点归纳梳理出属于自己的解题思

路。例如，2023年东城一模第19题：文章

倒数第三段有何作用？请结合文章内容

简要分析；2023年石景山一模第18题：作

者在第四段联想到一首诗，请简要分析

这首诗在文中的作用。

高考散文阅读试题是热点题型，考

生要在整理中明确其内在细微差别而后

打通思维，培养全面而灵活的思维品

质。以十六个字概括这类题目的解题思

路，即为体味题干、关注提示、沿循脉络、

提质增效。

【试题启示】

解剖题干 切中肯綮

题干是出题人与答题人的共情

之桥，此时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唯一手

段。因此，出题人势必会为学生提供

信息点，沿着信息点的方向去寻找，

题干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作用类的

题型有语段作用（例如 2022、2018 年

试题）、谋篇布局的匠心（例如 2017、

2020年试题）等设问方向。从整体观

之，考生需关注设问中的主体对象，

或物象，或“人事”，尤为需要关注的

是这些元素背后暗含的“我”。简而

言之，小到局部的连结，大到全文的

联系，情与思蕴含其中。从细处品

之，段落作用题的题干中，会有明确

具体指向性的信息，例如段落写作内

容要点、上下文之间的联系点、文段

蕴含的情感点、修饰或限制性的成

分。而谋篇布局的匠心是上位概念

的凝结，通常情况下，要关注题干中

归纳、总结的信息或设问，以此为基

点，纵览全文检索与之相关的信息，

展开思考。

理清思路 形成答案

如何理解“作用”呢？作，意为

创作；用，可解释为功用。通俗来

讲便是创作活动产生的影响。其

内在的本质为表达情与理，其外在

的载体为行文结构。面对作用类

的设问时，底层逻辑为语段的写作

内容，分析语段中与主体“我”相关

的内容，总结、归纳段落彼此间相

似点、比较点、升华点等内容，梳理

出作者的表达与思考。然后分析

承载思想的载体，即文章的行文结

构。此时需关注段落间的关系，例

如是否存在对比、承接、呼应、照应、

总分等关系，明确段落间关系服务

于行文内容与思考的要义。最后，

从顶层逻辑思考，文为心声，出题人

标注此处、此段，旨在明确文章的主

旨，或寄予深情。

2017年第23题：

文章叙写了玛利亚·索、乌热尔

图和走出山林的人们。请分别概括

他们各自“根河之恋”的表现。作者

这样构思体现了怎样的匠心？（6分）

2018年第20题：

文章第④段对河蚌仙女梦想的

描述与第③段的童话故事相比有什

么不同？这样写有什么作用？（5分）

2020年第21题：

音乐和美术对作者的成长及认

识生命起到了什么作用？（6分）

2022年第 18题：

作 者 在 文 章 第 六 段 中 叙 写 了

家乡的生活，请简要分析这部分内

容在全文中的作用。（6 分）

梳理近八年的北京卷高考文学类文本后，大家不难发

现，体裁基本固定为散文，且文化类、抒情类频率很高。该

类试题主要围绕着题目的含意理解、划线语句的含意及其

表达效果、段落作用理解、赏析手法及其作用等方面，考查

学生的解题能力。其中，2017年、2018年、2020年、2022年

均考了作用类的题型，其出现频率较高，且契合了高考区分

度的内在要求，属于热点题型。

现将 2017、2018、2020、2022四年高考真题梳理出来，

浅谈此类试题的解答思路。

【试题回顾】

【解题意识】

典型试题 剖析思路

以 2018 年第 20 题为例，研读此题不

难发现，这是段落作用的考查，重在分析

局部间段落内容的异同。率先呈现眼前

的“文章第④段对河蚌仙女梦想的描述”

为状中结构。中心词为描述，以此来提醒

考生关注描写方式的不同。沿着这个信

息点，能够圈画出第3段是单纯叙述河蚌

仙女的故事，第4段仙女从蚌壳里钻出来，

逐渐变大的过程，尤其是仙女搬出菜肴

时，“仙女菜肴中没有鱼，因为我从小就不

爱吃鱼。”梳理、归纳后答案要点——仙女

钻出蚌壳由小变大的过程清晰可见。而

又有“对河蚌仙女梦想”与“童话故事”的

限制性要素，沿着这个信息，会发现前者

的讲述者是“我”，后者的讲述者是大人，

这是含蓄地提示考生要关注二者的主体

性对象不同，可以顺势得出“我”讲故事

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故事场景和生活

场景相结合。基于内容的分析后，鲜明

发现作者正是借助河蚌仙女这一故事载

体，采用了两段对比的结构，呈现“我”的

丰富想象力和独特的心理，明确了河蚌

仙女对于孩童时期“我”的重要意义。整

道题至此完成作答。

又比如，2020年第21题，本题的题干

“对作者”这一限制性因素，意在强化音

乐和美术对“我”的影响，而且集中在成

长和认识生命两个部分中。而文章的标

题是“从音乐和美术认识生命”，由此观

之，音乐和美术对于“我”的作用需要总

览全文。回归文本圈画音乐、美术与

“我”相关的描写内容，逐段筛选、提炼、

归纳即可。

第 1、2 段“从四五岁起始，这两种东

西和生命发展，即完全密切吻合。”“一切

在自然中与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声

音，陆续镶嵌在成长的生命中每一部

分。这个发展影响到成熟的生命”，由此

可知音乐和美术是作者生命中的一部

分，丰富了作者的生命体验。

第3段写作者来到都市后，在工作方

式、生活取舍上遇到了诸多矛盾和冲突，

由“唯有音乐能征服我，驯柔我……生命

仿佛就有了定向”可知是音乐帮助作者

找到了生命的方向，使其有了归宿感。

第4、5段写当遇到挫折时，是音乐给

了作者鼓舞，使其有了信心和力量，“继

续摸索而前”。由第 6 段内容可知，作者

认识自己的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

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美术使作者体会

到微小生命的忠诚、巧智和完整自足

性。由第8段“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

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

理解的也就细而深”可知，美术使作者理

解了“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音乐

和美术是作者选用的载体，是故不用再

考虑行文的结构。

再比如 2022 年第 18 题，题干中明

确指明了“家乡生活”，暗含了主体对象

“我”，“在全文中”的修饰性成分提示此

段于全文的作用。沿着“家乡生活”这

一信息点，通过研读会发现作者“我”的

家乡是闽江滋养的福建，而纵览全文

后，本文的重心不在于作者的家乡，反

而是作者“我”与厚重古朴北京的相遇、

相融。由此可以发现，“家乡生活”是用

来和北京相比较，而比较是围绕着主体

“我”而展开的。那么可以得出，底层逻

辑为家乡的特色、家乡于我的作用，进

一步思考便是围绕“我”的比较，进而呈

现“我”的形象或思考，顶层逻辑便是揭

示了文章的主题。而外在形式便是行

文要点、彼此间的关系。那么答案便呼

之欲出了。

散文阅读作用类试题这样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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