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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要求考生阅读具有一定长度的文学类文本，考查内容之一是对

文本结构、作者思路的梳理和分析。《课程标准》指出，学生要“发展独立阅读的

能力……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内容，理清思路，概括要点，理解文本所表达的思想、

观点和感情”。以上两句话说明无论是应对高考实战还是提升阅读能力，学生都

需要梳理和分析文本结构，也只有梳理文本结构，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本意蕴，

进而解决阅读题目。

在文学作品阅读中，对文本结构的考查方式有直接设题，也有与之相关的间

接设题。近年来，北京高考语文试题比较注重对文本结构、作者思路的考查。

如2022年高考语文北京卷文学作品阅读中第18题，要求考生分析文章叙写

家乡生活的第六段在全文中的作用；2021年《心灵的呼吸》第19题，要求考生结

合全文内容分析作者对音乐的理解逐渐深入的过程；2017年《根河之恋》，要求考

生概括“根河之恋”的表现并说明这样构思的好处。无论如何变形，以上题目都

属于对文本结构的直接考查。2020年《从音乐和美术认识生命》和2019年《北京

的“大”与“深”》，都设置了与文本结构间接相关的考题。解答这些题目需要考生

进行文本结构分析，从而理解文章主旨。

此外，在高考语文试卷结构中，文学作品阅读的位置在古诗文阅读和写

作之间，考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作答。而“四步

法”作为现代文阅读备考中的基础手法，能够帮助考生建立标题、选材、主旨

之间的关联，从而理解个性化的现代文语义系统，进而完成对题目的正确思

考与精准解读。

第一步：追问标题

标题往往对文章内容起提纲挈领的作用。考生可使用两种方法对现代文标

题进行追问，一种方法是补足成分，如补出标题中省略的主语、定语等；另一种是

遵循思维逻辑，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带着对标题的追问去阅读，更能

直指文本的核心。

如《临流晓坐》追问标题：谁“临流晓坐”？“流”是什么？“晓坐”为何？带着这

样的问题阅读，在阅读中回答问题，考生就会发现《临流晓坐》结构上分为两部

分：一层写作者坐在长江边上的感悟，一层写家乡文友们坐在历史与时间的长河

边上的感悟。“晓坐”都只为故乡，作者由外在的感受故乡进入到在精神上真正与

家乡融为一体。文后考题为：第3段说“与天地同在”，第9段又说“真正与那片天

地浑然同在”。根据文章，简要回答这两句话的含义。此题虽然问含义，实则和

文本结构密切相关。此题答案的核心内容就是文本结构分层内容和主旨。在阅

读中回答对标题的追问，会获得解决这道题目的思路。

再如《聆听鸟语》，追问标题：谁聆听鸟语，有什么样的鸟语，为什么聆听

鸟语……这样追问，可以增强阅读文章的目的性，使考生对文章的基本结构

和主要内容有一个初步预判。

第二步：抓关键句

阅读中需要圈点勾画关键句。何谓关键句，即文章中具有起承转合作用的

句子，它们关乎文本结构；表达作者观点、情感的句子，关乎文章主旨。

在起承转合句中，考生要关注过渡句和总领句。过渡句承上启下，对上文

的内容有概括，对下文的话题有提示；总领句具有揭示核心话题的重要作用。

如《聆听鸟语》过渡段为：鸟语，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礼物。问题是，你首先

要倾情聆听它的鸣叫，读懂它的语言，而且在它向你发出叫声时，你必须报以无

比真诚，它才会将最动听的歌声奉献给你。此段谈及了两个角度，其一是大自然

对人的馈赠，即我们听到了那些鸟语；其二是人如何对待大自然馈赠，即聆听鸟

语的意义。

阅读中，考生需要重视表明转折关系或因果关系的连词，如“但是”“因此”

等。划出这样的语言标志，目的在于利用段间关系实现对文本结构的分析。

《西塘的心思》关键句为“然而，西塘总会以自己的方式展开另一程的生命叙

事。”“然而”作为转折连词，说明此句之前是别人对西塘开展的生命叙事；此句之

后谈及的是西塘自己展开的生命叙事。据此，文章应该是两个层次，每层一个核

心内容。

第三步：找所赋之形

文学类作品中，作者常在人事景物中选择和主题性质基调相同或相近的文

章元素进行谋篇布局。换言之，就是作者为了让自己文章的主旨不断清晰化，常

常使用一些类似的“形”（人事景物）。找到相似的“形”并把它们归类，既能完成

对文本结构的划分，从而厘清作者思路，也能大致掌握文章主旨。当然，作答题

目也就不在话下了。以《聆听鸟语》为例，归类为现实中的不同的鸟语，无外乎是

在呈现各种各样的人性美。

散见之“形”
麻雀发现食物，招引同伴来吃

麻雀落到喂食祖母身上

大雁陪伴受伤被抓的另一半

燕子筑窝

空中旅行家大雁

归类

现实中

鸟语

“神”（主旨）

人性美

（分享、知恩图

报 、忠 贞 、坚

韧、奋进）

阅读题目

文中说，“从鸟的叫声

里，可以感知人性的

美”，请依据文意分条

概括这种美

第四步：画思维导图

《课程标准》中所指从整体把握文本，也就是思维导图的建构。考生对文章

既要有细枝末节的关注（从理解主旨的角度，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要勾画具有定

性作用的词语），更要有高屋建瓴的掌控。追问标题、抓关键句以及找所赋之形，

都对从整体上把握作者思路有作用。经过多次这样的练习，在阅读中就会愈加

敏锐。

以2019年高考语文北京卷《北京的“大”与“深”》为例。一道题为选择题，要

求考生筛选出对“北京的大”的错误理解；另一道是简答题，要求考生结合上下文

理解作者为什么认为走进胡同才能理解“北京的深”。通过一目了然的思维导

图，这两道考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结构思维导图

北京的大

1段：引出话题

北京的深

⇩

⇩

2段：皇城气派的空阔、大

3段：老派北京人的安详宁静

4段：北大包容的文化精神

5段：形胜、森严、历史纵深

6段：安分、平和的北京市民

宽容体谅的四合院关系

和胡同文化

7段：街头胡同的活力

8段：对北京的期待

⇨

⇨

文学类文本阅读之所以难，是因为文学作品所选之“形”千差万别，所抒情感

个性化色彩很强。但是从题目开始，从关键句开始 ，从所赋之形入手，逐层画出

思维导图，就能解析文本结构，探寻文本意蕴。经过这样的思维过程，考生也就

能直击考题的真相。

巧用四步法 解析文本结构 探寻文本意蕴
北京市第三中学教师 冯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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