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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年寒窗，未名湖畔竞芬芳；一生辉煌，博雅塔顶赛激场。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高三 "# 班! 刘璐

一、扫描 "$$% 高考文言试题

综观 "$$% 年高考语文 &# 套试卷中的文言文阅读试题，较之 "$$’ 年，稳中有变，

变中呈新，传递出使人关注的诸多新信息。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材趋向广泛

"$$% 年高考试卷中，含意深刻、文质兼美、典范浅显的文言文依然受到命题者的

关注，但纯粹选用正史书籍中的人物传记作为文言文阅读材料的“一枝独秀”的局面

已经不再，而是呈现出选材多元化、体裁多样化的特征。除两套全国卷继续青睐唐以

前的史传著作，分别选用了《 南史·何远传》、《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文段作为阅读

材料外，天津卷文段选自《后汉书·邓寇列传》，四川卷文段选自《 后汉书》樊英事迹，

辽宁卷文段选自《晋书·孝友传》，江苏卷文段选自《 宋史·董槐传》，北京卷则取材

于《晏子春秋》，安徽卷文段选自《齐民要术·序》，江西卷文段选自《 续古文观止·醉

书斋记》，湖北卷文段选自《颜氏家训·涉务》，湖南卷文段选自《 曾国藩诗文集》，浙

江卷文段选自明代方孝孺的《 蚊对》，上海卷所选两段文字中的一段是讽喻文章；文

体涉及传记类、游记类、议论类、赠序类。命题者选材视野的扩大，避免了试题选材的

机械化、单一化，体现出新课标对文言文学习与考查的拓展阅读题材、提升阅读境界、

熏陶阅读素养的精髓，也符合在《考试大纲》下各省市独立命题的自主、开放的要求，

这又是一次新的成功的尝试。

（二）凸显语文特色

语文学科的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年高考文言文阅读试题充分

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北京卷文言文阅读除大阅读材料外，第 && 题另外选用了《 资治

通鉴·周纪五》中的一段文字，以断句形式来考查考生的文言句读与语句理解能力：

“（赵围于秦）齐人、楚人救赵。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周子曰：夫 赵 之 于

齐 楚 磗 蔽 也 犹 齿 之 有 唇 也 唇 亡 则 齿 寒 今 日 亡 赵 明 日 患 及 齐 楚 矣 且

救 赵 高 义 也 却 秦 师 显 名 也 不 务 为 此 而 爱 粟 为 国 计 者 过 矣。”这段文字

虽然比较浅显易懂，但若在考场上不能瞻前顾后，整体梳理，则有可能断错一两处，从

而影响整个得分。答案为：夫赵之于齐楚 ( 磗蔽也 ( 犹齿之有唇也 ( 唇亡则齿寒 ( 今日

亡赵 ( 明日患及齐楚矣 ( 且救赵 ( 高义也 ( 却秦师 ( 显名也 ( 不务为此而爱粟 ( 为国计者 (
过矣。在 "$$% 年高考试题中，还有以直接解释与填空形式出题的，既考查考生对文言

实词的把握，又考查对文意揣摩的能力，真可谓一举两得。如上海卷第 &# 题，要求“写出

下列加点词在句中的意思”，其中“盈
!
（装满）其箱笥”、“为时所排

!
（排挤）”中加点二词为

古代常用词，考生虽对其意义稍感生疏，但在教材里可以找到相关的义项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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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因为错过了星星而哭泣，否则我们也会错过月亮。

———陕西省镇安中学高三 一班 "##$%%! 沈世斌

另外，“文章冠
!

（居于首位）世”、“不跻
!

（晋升）大位”中加点二词也易于理解。而第 &%
和 &# 题又均为考查理解与概括能力的填空和简答题：“ 从刘禹锡、李德裕的对话中，

可以看出刘的意图是! ! ! ，李的态度是 ! ! ! 。”“ 文中为什么要将白居易与贾谊

相比？请联系全文加以说明。”考生只有疏通了文意，筛选出关键信息，才能填写正

确。答案分别为：向李德裕推荐白居易 ’ 委婉拒绝；文中将两人相比，是为了强调白居

易和贾谊一样，虽然才能出众，却因遭人贬抑，未能充分施展其才能。

同时命题者还注重在考生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上设置考点，打破了

以往只重视考查考生对选文故事原委的把握、人物性格的分析这种窠臼，而进入了鉴

赏评价的较高层次。如 &%%( 年高考浙江卷第 #) 题 * 项：本文由生活小事入笔，从闻

蚊、拍蚊写到照蚊、驱蚊，然后引发议论，逐步推进，最后以天台生“叩心太息”、“ 坐以

终夕”作结，照应开篇。本选项考查了选材及结构的特色。+ 项：本文描写细致生动，

颇富情趣；议论鞭辟入里，启人深思；句式长短交错，整散结合，加之韵脚的巧妙运用，

读来淋漓酣畅，令人击节赞叹。此选项考查了作品写作手法上的特色。可以预测，随

着各省逐步施行新“课改”，试题的人文性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三）考查略有微调

&%%( 年高考文言文阅读题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也略有微调，出现了以下变化：

（#）实词增加容量。词类活用是文言实词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成了 &%%( 年

高考文言文阅读题的亮点之一。如北京卷第 ( 题 , 项“致
!

能歌者”，考查了“ 致”的使

动用法；重庆卷第 - 题 * 项“拜住袖
!

其疏入谏”，考查了“ 袖”的名词作状语的活用手

法；浙江卷第 ## 题 * 项“今人乃自贵
!

其贵”考查了“ 贵”的意动用法；广东卷第 - 题 .
项“奉糜食

!
母，抱衾寝母”考查了“食”的名词作动词的用法等。对双音节词古今异义

的考查在冷寂了一段时间后，近两年又出现在高考试卷上，如 &%%( 年高考上海卷第

#- 题考查了“宾客”、“衣冠”、“东西”/ 个古今异义词，江西卷第 0 题 * 项考查了“ 烂

漫”的古今异义的用法。而在 &%%$ 年高考中山东卷则考查了“ 无聊”、“ 自觉”、“ 生

平”、“生产”) 个古今异义词，江西卷考查了“为狱”、“请假”两个古今异义词。

（&）直接考查句式。&%%$ 年文言句式成为新增考点之一，但直接考查的并不多，

尽管对文言句式的考查并没有停止过，但却是经常在翻译题中作为“ 采分点”出现。

在 &%%( 年高考试卷中有不少试卷直接设题考查，如北京卷第 - 题、浙江卷第 #/ 题，

考查省略句式，要求选括号中补出省略成分后意思不符合原文的一项；广东卷第 #%
题要求选出与“何为而至于此”句式完全一致的一项，考查宾语前置。

（/）重视文意分析。筛选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分析作者的观点态

度是《考试大纲》明确提出的要求。往年的高考试卷在此一般会设两道题：一道信息

筛选题，一道文意分析概括题。随着考点的增多，部分省市在此考点仅设一道题，如

安徽卷、四川卷、浙江卷、广东卷、江苏卷。但无论试卷考点怎么增加几乎所有的试卷

都涉及到了对文意的分析概括，因此，对文意的整体把握依然是阅读中不可忽视之

处。浙江卷还把原来单纯的对文意的分析概括扩展为对文章技法的鉴赏，而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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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考，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只有经过拼搏才能闻到它的旷世清香。

———江西省万年县万年中学高三 "# 班! $$%%&&! 陈珍

是涉及文章的内容。

二、上传 ’&&# 高考趋势预测
通过以上对 ’&&( 年全国各套文言文命题思路以及变化趋势的大略分析，我们可

以对 ’&&# 年的高考文言文阅读进行预测，这是因为高考文言文命题的信息和秘密就

隐藏在历年考过的文言文试题中。有关命题的理论和实践已反复告诉我们，高考文

言文命题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固性，我们完全可以从研究以往高考试题的经验中

获得下一年度命题的可靠信息。

（一）文本多元化。’&&# 年高考文言文阅读材料的选择将会更自由，但仍然遵循

浅易文言文的原则，以记叙文尤其是人物传记为主，’&&# 年这个基本原则仍然不会

改变。相对而言，全国卷仍将主要从史书中找材料，各省市试卷则更灵活。除了《 二

十四史》中的传记部分外，以下作品会继续进入命题人员的视野：（"）《 资治通鉴》中

涉及人物事迹或典故的名段，（’）《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的

寓言或哲理故事，（$）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世说新语》《容斋随笔》中有名的笔记

文段，（%）《梦溪笔谈》《古文观止》中的有关文段等。选文的文体更加丰富多彩，除史

传文外，其他文体诸如散文、寓言故事、游记、序言、小品、文言小说等都会进入试题且

将成为高考文言文测试的一道靓丽风景。文本的内容也将更加类多面广，如传记文

中的传主类型，除以往侧重忠臣、孝子、良吏外，亦可能有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

家入题；另外，除正面人物形象外，历史上褒贬不一的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可能出现。

（二）设计灵活化。试题设计操作层面将更加机动灵活，在试题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题量和分值仍有可能再作一些调整，如进一步减少选择题题量，提高文言文语段

翻译的比重和分值等。对文言实词的考查，命题将会十分灵活，一般采用客观选择题

的形式，安排在第!卷中。考查的方式有：（"）判定所选的几个词语中解释错误或正

确的那个，（’）对某个词语作出多种解释并从中选出正确的一项，（$）区分几个句子

中相同词语的不同意义，（)）题干举例提出某种实词现象（ 如偏义复词、古今异义词

等）并要求从选项中找出与这一现象符合的一项，（%）找出选项中的加点文言实词与

现代汉语意义相同或不同的一项，（(）通过翻译句子或选择正确的句子翻译来考查

对关键实词的理解等。对文言虚词的考查，仍将重点考查《考试大纲》规定的 "* 个虚

词，常见的题型有：（"）选择文言虚词填空；（’）选择文言虚词的正确解释；（$）选择与

例句中的文言虚词意义用法相同的项；（)）对不同句子中相同的文言虚词用法，比较

判断异同。其中后两种将会是 ’&&# 年高考主要采取的类型。文言句式的考查，主要

有以下几种形式：（"）将特殊句式的考查与把握文意、句意的考查结合起来进行，侧重

于考查理解能力；（’）直接考查句式，但这种题实际上也是考查文意的理解，因为文意

的理解是前提；（$）通过判断句子翻译的正误来考查对句式的理解；（)）要求翻译句

子，以此来考查考生对文言句式把握的程度。筛选文中信息，命题者常常依据所选文

段中传主的主要材料或文章的主要信息，以某个标准为依据，编选若干句子（ 一般含

有 %—( 个），这些句子中有的符合这个标准，有的不符合这个标准。然后命题者将这

!



! ! 高考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只要你勇往直前，就无可畏惧。

———福建泉州安溪第一中学高三二班! "#$%&&! 汪武义

些句子分别编为四项，其中只有一项完全符合他所定的标准，其他三项往往有对有

错，用这样的组题方式，来考查考生是否从整体上读懂了全文，是否准确地把握了文

中的关键语句和主要的信息。概括文章要点和中心的能力，命题者常常借助于以下

方法来命制干扰项：或张冠李戴，曲解原意；或随意引申，任意拔高、贬损；或真真假

假，正误参半；或以偏概全，妄加推断；或无中生有，夸大事实⋯⋯总之是多方设卡，来

综合考查考生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能力。

三、文言文复习策略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对 $&&’ 年高考考生提出如下复习建议：

复习文言实词，不要去背字典和词典的实词义项，而是通过对一定文言词语的学

习，锻炼一种具体辨析的能力。有必要掌握基本概念，通过重温教材和课本，弄清每

一个知识的基本含义。对常见的通假字、异读字、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现象

应该加以重视，把它们作为复习中训练的重点。

复习文言虚词时要注意以下几点：（(）抓特点。虚词有三个特点即使用频率比实

词高，语法功能比实词强，在汉语发展史上变化比实词大。（$）抓重点。高考大纲中

要求掌握的文言虚词共 () 个，一定要个个落实，从常用意义和非常用意义两个方面

比较区别，把握常用意义和用法，照顾特殊意义和用法。可以采用多义比较的方法，

以类相从，同类集中。（"）抓课文。课文是虚词运用的典范，重点的文章一定要吟咏

体味。虚词以实词为骨骼和支撑，虚词是内容的情态表达传神之处，不要肢解词语，

而是要在语境里体会理解。

复习文言句式，首先应该把对文言实词的理解与对词类活用的分析联系起来，把

对实词意义的理解与辨析特殊句式联系起来，翻译时把理解文句与掌握词类活用及

特殊句式联系起来，把课外材料与课本联系起来，把文言中的辨词析句与现代汉语最

基本的句法分析联系起来。其次要掌握句式的相关知识，把握文言文翻译的技巧。

第三，依据不同的试题、句式，采取相应的对策：省略句要联系上下文去推求省略的成分；

倒装句要掌握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主谓倒置的规律；习惯句式，要记住它们的基本用法。

文言文翻译的基本要求是“信”“达”“ 雅”，即要忠实于原文意思，符合现代汉语

的表达习惯，要明白通畅地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翻译时还应坚持“ 直译为主，意译

为辅”的原则，即要将原文中的字句落实到译文中，译出原文用词造句的特点，甚至在

表达方式上也要求与原文保持一致，只有在难以直译或直译以后表达不了原文意蕴

的时候，才酌情采用意译作为辅助手段。但要明白，意译不等于臆测大意，从而随心

所欲地翻译，它不仅要求准确，而且还要求有文采。

分析综合和鉴赏评价部分，首先应通读全文，了解大意。阅读时一是要留心作者

所写的人与事、情与理，对作者选取的材料、记叙的角度、叙述的语气、相关的议论抒

情等，要做到心中有数。二是要题文对照，逐项检查。将备选答案中的相关内容，逐

条与原文相关部分比较，看备选项的表述是否与原文一致。三是要充分利用选项，排

除干扰。认真审看所给选项，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比较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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