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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继《语文考试阅读》、《语文考试作文》出版之后的延伸产品之一。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点石成金

辅导篇；第二部分为真题精选训练篇；第三部分为必备知识梳理篇。其中“点石成金辅导篇”由“文言文考试命题报告”、

“文言文考试阅卷报告”等板块构成，“真题精选训练篇”由“真题回放”、“设题背景”、“答题指导”、“选文赏析”、“全篇补

译”等板块构成。本书内容实用、取材新颖、解析详尽，可作为广大高中学生文言文阅读训练之用，也可供高中语文教师

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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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为什么要出版《我爱文言文》丛书？

１．文言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承载着璀璨的华夏文明，文言文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

贵遗产，承载着厚重的智慧结晶。

２．学习文言文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最直接的传承。学习文言文，不仅能让我们

了解我国古代文明的光辉灿烂，而且能激发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学习文言文，不仅

可以吸收古代的优秀文化，还能够使我们提高文化素养，提升综合能力，促进自身精神成长。

３．无论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还是从教材内容的编排及语文考试的角度，文言文所占比

例越来越大，重要性日益突出，加强文言文的阅读与训练，可以让我们轻松应对各种语文考试，

并在考试中获得高分。

４．“交大之星”继《语文考试阅读》、《语文考试作文》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建议出版《文言文

考试阅读》系列，《我爱文言文》中的主要品种就是《文言文考试阅读》，这就满足了广大老师和

学生的需要。

５．市场上同类书很多，但都大同小异，篇目重复，考试的指导性和实用性不是很强。这套

书克服了一些传统机械的训练模式，避开选文的重复，突出实用性、指导性、前瞻性，使其真正

成为独具匠心、实用管用的文言文训练与考试资料。

６．学生运用此书进行文言文阅读、训练和测试，可以有效提高文言文学习能力，快速提高

文言文阅读板块的考试成绩，同时也能为教师和教研员提供文言文的命题参考。

鉴于此，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与科学论证，我们组织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策划

并编写了中小学《我爱文言文》丛书。

二、《我爱文言文》的内容和结构怎样？

１．丛书包括《走进小古文·阅读与训练》１册，《文言文考试阅读》六、七、八年级和高一、高

二年级各１册，中考、高考《文言文阅读真题演练》各１册，中考、高考《文言文阅读押题演练》各

１册，共１０册。

２．《走进小古文·阅读与训练》以寓言、历史、神话、成语、辩论与散句及其他为单元编排，

每篇文言文下设三个板块：诵读与训练、作者与作品、注释与译文。《文言文考试阅读》分两个

部分：一部分为一文一考，一部分为一文多考，每个部分都由“真题回放”、“试题解析”、“选文补

译”三个板块构成。《文言文阅读真题演练》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点石成金辅导篇，一部分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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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精选训练篇，其中点石成金辅导篇由“文言文考试命题报告”、“文言文考试阅卷报告”、“文言

文考点、解题技法”、“文言文知识梳理”等板块构成。《文言文阅读押题演练》以主题为单元编

写，每篇文言文下设以下栏目：“押题理由”、“难点字词注解”、“文言知识梳理”、“选文全文翻

译”等。

三、《我爱文言文》丛书的特点有哪些？

１．选文合理。依据最新修订版的课程标准、考纲、考试说明和主流教材，顺应中考、高考

和各年级各种考试的命题趋势，针对各学段学生特点，精选适合其阅读的文言文材料，避免了

与其他同类书选文的重复，极具同步性、新颖性、独特性与预测性。

２．选卷真实。凡是涉及考试真卷内容的品种，所选真题源于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二十几

个省市。大有省市级次的试卷，中有市县级次的试卷，小有联校、学校级次的试卷。选卷种类

齐全，单元考、月考、会考、调考、质监考、联校考、竞赛考、小考、中考、高考等一应俱全。

３．体例科学。依照各册内容的不同，结合文言文的考试特点，为学生量身打造科学的训

练模块，切实提高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考试水平及文化素养。

４．指导详细。各书从内容的把握到技法的讲解、题目的分析与解答都进行了细腻、切实

和有效的指导，如从选文的内容、主题、结构、写法等方面解读，从设题的背景、试题的考查点、

解答的技巧与方法等层面进行分析，剖析到位，答案详细，使学生真正达到“拥有《我爱文言

文》，学习文言不用愁”的效果。

５．预测给力。书中专门设置的预测性栏目，以最新课程标准为指导，以考纲、考试说明和

主流教材为依据，全程跟踪小考、中考、高考和各相关年级的最新命题走势，具有很强的押题

性，真正起到了考试的预测作用。

四、怎样使用这套书？

１．把这套书当做平时的阅读训练书。每个年级的第一、第二学期可用；寒假、暑假可用。

２．把这套书当做复习备考用书。单元考试、期中、期末考试和小考、中考、高考前均可

使用。

３．把这套书当做文言文阅读训练作业本。老师或家长按期布置，学生按时间训练，再进

行批改与讲评。

４．把诵读文言文选文、学习解题技巧与解答文后题目三者有机结合，也可以将这三项中

的任一项抽出来单独学习与训练。

５．总之，把诵读、积累、感悟、感受、训练、考试与运用结合起来学习，或将其中的某一个或

几个拿出来练习，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编写《我爱文言文》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教研室、学校和老师们的鼎力

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１　　　　

目　　录

第一编　点石成金辅导篇

一、高考文言文命题报告 ２…………………………………………………………………………

　１．命题原则 ２……………………………………………………………………………………

　２．命题方法 ４……………………………………………………………………………………

　３．设题陷阱 ５……………………………………………………………………………………

　４．命题热点 ６……………………………………………………………………………………

　５．命题趋势 ８……………………………………………………………………………………
二、高考文言文阅卷报告 １０………………………………………………………………………

　１．阅卷形式 １１……………………………………………………………………………………

　２．得分点评析 １１…………………………………………………………………………………

　３．答题误区 １２……………………………………………………………………………………

　４．复习建议 １５……………………………………………………………………………………

第二编　真题精选训练篇

第一单元　人 物 传 记

【真题１】　宋书·杜慧度传（节选） １８……………………………………………………………
【真题２】　说苑·奉使（节选） ２０…………………………………………………………………
【真题３】　宋史·曹彬列传（节选） ２３……………………………………………………………
【真题４】　宋史·张咏传（节选） ２７………………………………………………………………
【真题５】　廉希宪事略（节选） ３０…………………………………………………………………
【真题６】　元史·金履祥传（节选） ３４……………………………………………………………
【真题７】　旧唐书·李揆传（节选） ３７……………………………………………………………
【真题８】　汉书·卜式传（节选） ４０………………………………………………………………
第一单元全篇补译 ４２………………………………………………………………………………

第二单元　山 水 游 记

【真题９】　龙洞山记 ５１……………………………………………………………………………
【真题１０】　村落嫁娶图记 ５４………………………………………………………………………



高考文言文阅读真题演练

２　　　　

【真题１１】　看松庵记 ５７……………………………………………………………………………
【真题１２】　游龙鸣山记 ６１…………………………………………………………………………
【真题１３】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 ６４……………………………………………………………
【真题１４】　九疑山图记 ６７…………………………………………………………………………
【真题１５】　游东山记 ７０……………………………………………………………………………
第二单元全篇补译 ７３………………………………………………………………………………

第三单元　序 言 书 札

【真题１６】　王尧臣墓志铭（节选） ８１………………………………………………………………
【真题１７】　送丁琰序（节选） ８４……………………………………………………………………
【真题１８】　与薛寿鱼书 ８８…………………………………………………………………………
【真题１９】　与荆南乐秀才书 ９１……………………………………………………………………
【真题２０】　送秦少章赴临安簿序 ９４………………………………………………………………
【真题２１】　严祺先文集序 ９７………………………………………………………………………
第三单元全篇补译 １００………………………………………………………………………………

第四单元　史 论 策 论

【真题２２】　吕氏春秋·孟冬季·异宝（节选） １０８………………………………………………
【真题２３】　贞观政要·贪鄙（节选） １１１…………………………………………………………
【真题２４】　宝绘堂记 １１４…………………………………………………………………………
【真题２５】　淮南子·氾论训（节选） １１８…………………………………………………………
【真题２６】　管子（节选） １２１………………………………………………………………………
第四单元全篇补译 １２４………………………………………………………………………………

第五单元　奏 章 奏 表

【真题２７】　谏成帝营陵寝疏 １３０…………………………………………………………………
第五单元全篇补译 １３３………………………………………………………………………………

第三编　必备知识梳理篇

高考文言文知识梳理 １３６……………………………………………………………………………

１．一词多义（高中文言文实词１２０例，以音序排列） １３６…………………………………………

２．古今异义 １６１……………………………………………………………………………………

３．通假字（教材中出现的常用通假字） １６３………………………………………………………

４．文言虚词（高考要求掌握的１８个文言虚词） １６５………………………………………………

５．词类活用 １８０……………………………………………………………………………………

６．特殊句式 １８１……………………………………………………………………………………

参考答案 １８３…………………………………………………………………………………………



书书书

第一编　点石成金辅导篇

第一编　点石成金辅导篇



高考文言文阅读真题演练

２　　　　

一、高考文言文命题报告

高考语文文言文阅读这一板块，是整套试卷中赋分最高、容量最大、考查范围最广的一个

板块，除了文言文语段阅读以外，还包括古诗文阅读鉴赏、古诗文名句填空、文言文断句等内

容。关于这一板块的分值，以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卷为例，全国大纲卷占３２分，新课标卷占３６
分，安徽卷占３３分，广东卷占３５分，湖北卷占３４分，山东卷占３６分，江苏卷、浙江卷各占３７
分。近几年来，文言文试题从文本选择、题型题量、设题角度及要点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对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不把追求新异作为目的，可以说这一板块是高考试题中较为成熟、最具信度的

一部分。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有关文言文阅读的命题。

　　１．命题原则

（１）依“纲”据“本”原则

① 依据新《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指导教学、确定教学标高的纲领性文件，新课标是高考命题的主要依据。

新课标“阅读与鉴赏”第１０点对文言文阅读的要求是这样表述的：“阅读浅易文言文，养成

初步的文言语感。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

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范围可参考附录一
《常见文言词》）。诵读古典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作品可参考附录二《古诗文诵

读篇目》）。”

新课标对必修课程的评价中文言文部分是这样表述的：“文言文阅读的评价，重点考查阅

读不太艰深的文言文的能力，还要注意考查学生能否了解文化背景，感受中国文化精神，用历

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

以上表述渗透在命题中，就要抓住“浅易”、“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注重在阅读

实践中举一反三”这样的关键词，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备考。从最近几年的命题看，文言文的
“浅易”一直是命题者的追求目标，这也是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传记一直占据选文半壁江山的原

因。设想，一篇文言文，考生连读懂都做不到，何谈做题？

② 依据《高考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是指导备考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大部分省市语文是自主命题，因此各省市还有相

应的《考试说明》。

《高考考试大纲》（新课标版）关于古诗文阅读除了定位“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外，还把考

查方式分为四个能力层级：

一是识记Ａ级：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指定篇目见附录）。

二是理解Ｂ级：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理解

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理解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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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句子。

三是分析综合Ｃ级：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

中的观点态度。

四是鉴赏评价Ｅ级：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

的观点态度。

从高考能力层级可以看出，有低等层级识记Ａ，中等层级理解Ｂ和分析综合Ｃ，也有较高

层级鉴赏评价Ｅ，识记一般在名句默写题中考查，鉴赏评价一般在诗词鉴赏题中考查，均不在

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因此，文言文板块在整套高考试卷中应该是以中档题为主，有的省市也

考鉴赏评价，出现了较难的题。

③ 依据教材

新课标的教材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以人教版为例，从必修一开始，每册教材都有一到两

个单元的文言文，五本必修教材共选了１７篇文言文（不含古诗词），涵盖了人物传记、山水游

记、史论、奏章、序跋、辞赋等多种文体。选修教材与文言文有关的只有两册：《中国古代诗歌

散文欣赏》和《先秦诸子选读》。《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着眼于增加学生古代诗歌散文名篇

的阅读量，引发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培养文言语感，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选文突出艺术性、思想性，兼顾趣味性，考虑中学生的特点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尽可能配合必修

课教材中已有的古诗文作品和文学史常识。《先秦诸子选读》通过学习先秦诸子论著，启发和

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提高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认识，培养把握社会、人生问题的能

力，发展阅读和分析古文的基本能力。

从表面看，高考试卷的阅读材料都出自课外，文言文也不例外。那么，教材是不是可有可

无的了呢？当然不是。不管高考的阅读材料出自哪里，考查的内容都和教材息息相关。以理

解层级为例，文言文的实词虽然出自课外的阅读材料，但这些词语一般都在教材中出现过，有

的甚至在注释里就有。命题者在命题过程中一定会深入钻研教材内容，以课外的篇目考查课

内的知识。因此，抓好教材的学习，掌握教材内的文言文知识是高考备考必胜的法宝。

（２）选拔性原则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因此必然会遵循选拔性原则命题。试题既要反映学生的真实成绩，又

要不超过考试大纲的要求。因此，在试题的难度、区分度等方面就要有一个“度”。以前有这样

一个说法：“高考就是要让三分之一的考生做不完三分之一的题。”

（３）结合实际原则

首先要结合教学实际。从常规上说，好像都是以高考为指挥棒，高考怎样命题，教学就怎

样应对。所以，高考命题也要结合教学实际，要提倡言、文并举，考题的灵活性和思维性占主导

地位，这样就有效地遏制了教学中死记硬背、以练代学、以练代讲的局面。

其次要结合地域实际。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地的教育发展不均衡，以前的

全国考卷一统天下的做法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诟病，实行分省命题便成了高考的必然趋势，史

传文学也不再是命题者唯一的选择。自从２００４年湖南省文言阅读材料用了苏轼的《放鹤亭

记》，这类文言散文的出现被许多专家认为是文言材料体裁突破之先河，２００５年以后则有逐步

扩大之势，涌现出了大量的议论性和抒情性文言散文，除湖南卷的《记旧本韩文后》（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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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福建卷的《送天台陈庭学序》（宋濂）、浙江卷的《书褒城驿壁》（孙樵）及天津卷的《庄

子·说剑》，北京卷也在断句题中出现散文《白居易集·草堂集》。另外文体突破还表现在文言

短篇小说即湖北卷的《武技》（蒲松龄）的出现。这些都表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４）切合时政原则

高考切合时政古已亦然，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提出“诗文革新运动”，主张一扫西昆体的浮

靡之见，而要反映社会现实。曾巩最早被欧阳修所欣赏的文章叫《时务策》，相当于“曾巩谈时

政”。苏轼当时的考场作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纵谈古仁者以忠厚为本行刑，反思今日宜行

仁政。文言文命题亦然，近年来文言文阅读材料的选择与时政热点不无联系，和我们国家提倡

的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有暗合之处。设题内容有以下几种倾向：

一是表现清官除恶打黑、刚正不阿的内容，如２０１１年江苏卷选自苏轼的《陈公弼传》，２０１０
年江西卷选自王安石的《临川文集》有关王德用的事迹。

二是表现忠臣鞠躬尽瘁、勤于政务的内容，如２０１１年辽宁卷节选的《旧唐书·宋庆礼传》，

２０１１年浙江卷节选的《新唐书·张文瓘传》。

三是表现武将用兵神算、勇猛超群的内容，如２０１０年新课标全国卷节选的《明史·花云

传》，２０１１年广东卷选自葛虚存的《清代名人轶事·将略篇》。

四是表现普通人物舍己助人、感恩图报的内容，如２０１２年湖北卷选自刘义庆的《世说新

语·家有名士》，２０１２年北京卷选自宋濂的《文宪集·李疑传》。

高考既是考试，又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形式，让学生在阅读文言文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正确的

导向，是高考命题者的责任。

　　２．命题方法

（１）基本内容和题型

在内容方面，主要字词是常考点，一般是古今汉语易混淆的字词；特殊句式是热点，一般应

掌握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宾语前置句四种类型；词类活用和文言翻译是重点；归纳要点、

概括中心和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及作者的观点态度是难点。题型仍然是选择题和主观题相结

合进行考查。下表是对各省市文言文试题的内容、分值、题型的统计。

考 查 内 容 所 占 分 值 题　　型

实词 ３分 选择题

虚词 ３分 选择题

筛选信息 ３分 选择题

分析概括内容 ３分 选择题

文言句子翻译 ８～１２分 主观题

文言文断句 ３～５分 标记题

　　多年来文言文阅读的考查题型基本是稳定的。大多数省市设置的题目多为四到五小题，

其中三到四道为选择题，一道为主观笔答句子翻译题，有的省市还有断句题和简答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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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命题的基本过程与方法

命题的程序简单地说是三个步骤：立意、情境、设问。立意就是考什么，也就是考试内容、

能力要求，立意相对稳定，每年会有些微调，但变化不大。如文言文无非就是传统的六大知识

点。情境就是用新材料、新情景、新问题将考查内容进行包装。作为文言文考试，就是要选择

好阅读材料，设定一个规定的情景让考生阅读与思考。设问指具体的题目，要求灵活、多样，角

度要不断变换。具体来说，命题操作中有以下几个步骤：

① 确定三维目标

课程改革的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高考试题既

要重视“知识与技能”，更要重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是从高中课改角度考

虑的。高考命题要努力体现课程改革的目标，从目标的三个维度去编制试题，即使是考古代的

内容，也要引导考生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正确价值取向。

② 编制二维细目

所谓二维细目，就是将高考的几个能力层级和考点一一对应，哪些考点适合运用识记的方

式考查，哪些内容适合运用理解、分析综合的方式考查，都要在命题之前以表格的形式编制出

来，以便在命题时使题目呈现出不同的层级。

③ 选取阅读材料

这是从情景的角度考虑的。试题所提供的材料、情景都是教材里没有的，这就是“材料在

外”，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考生的知识网络中，都在教材中，这就是“答案在内”。所以

选取的阅读材料要能够体现出课内所学过的知识，让学生在陌生之中考查熟悉。所谓“陌生”

是相对熟悉而言，陌生，大家都没见过、都没做过。即“用生题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所谓生题

就是学生没见过、老师没讲过的题目，强调陌生、强调生题就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目标的实现。

④ 考虑重点内容

试卷布局安排首先考虑重点内容排位，这是从高考检测重点角度考虑的。高考的试题首

先要考查学科的主干知识，也就是重点知识，“重点知识重点考，重点知识年年考”，只有考查重

点知识，考试才能公平公正，才能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稳定健康发展。高考重视基础知识的考

查，但不刻意追求知识点的覆盖面，命题首先考虑重点内容，设定考查重点和层次要求，以此为

基础，展开考查网络，拓宽考查空间。

完成以上的工作，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编制考试题目了。

　　３．设题陷阱

在命题上要做到看题时间少，做题时间少，想题时间多。应充分体现高考以考查学生的思

维能力为主的方针。高考是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侧重考查各种能力，高考考查各种能力的同

时，以考查思维能力为核心。“想”就是思维，高考试题就是考查学生的思维品质、思维程序、思

维方法。因此，命题者往往在题目中设置一些思维“陷阱”，以此来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和判断

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题干上设置陷阱

这样的陷阱主要考查考生是否形成了思维定势。如考查实词，一般情况下是选出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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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可是有的时候命题者偏偏要求选出正确的一项。考生如果形成了思维定势，往往会误入

歧途，造成选择错误。还有一种情况是，题干中的表述隐藏性较强，考生不认真阅读往往容易

忽略题干中的有关信息。如“直接表现……形象”，如果忽略了“直接”二字，答题肯定会出

偏差。

（２）在题目中设置陷阱
《考试大纲》要求对文言文的“分析综合”的考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 筛选文中的信

息；② 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③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其能力层级为Ｃ
级。分析综合是在对文意理解的基础上对所叙述事件或所说道理进行综合的判断推理，要求

能说出某个论点的论据、某个事件的起因、某种事件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或对阅读材料的内

容进行评论。“筛选文中的信息”，是指根据题目的指令，筛选出符合指令的信息。它要求学生

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类，从而体现出对文章理解的程度。历

年高考试题涉及提取的信息内容是：① 表现人物行为举止特点的信息；② 体现人物志向和思

想主张的信息；③ 反映人物道德情操或才智的信息；④ 展现人物性格和情感的信息。

筛选并提取文中信息，是建立在理解文章基础上的考查方式，它可以促进我们在阅读过程

中达到读懂读通所有材料的目的。因为此类试题考查的信息量大，综合性强，考查的效果良

好，故已成为近年高考文言文部分的传统题目。本考点的基本题型有：① 从阅读材料中选出

六个句子，任选三个句子组成一个选项，要求从四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的一项，这是高考的主导

题型。② 从阅读材料中选出八个句子，分别编为四组，要求选出符合某一方面信息的选项，这

是高考的辅助题型。“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是对所述事件或所说道理进行综合的判

断和推理，要求学生答出某个论点的根据、某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某种发展导致的结果等。这

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综合能力。考查的内容有：① 某个论点的依据；② 某种

现象的内在本质；③ 某件事发生的原因，发展所导致的结果；④ 某个人物的思想性格等。命

题人在设题时，常常设置一些陷阱，干扰学生的思维，一般有以下几种：① 时空错位；② 故意

曲解；③ 表述笼统；④ 张冠李戴；⑤ 偷换概念；⑥ 望文生义；⑦ 过于绝对；⑧ 颠倒是非。

　　４．命题热点

（１）关注材料的选用

二十四史逐渐受到命题者的冷落，传记之外的论事述行、论说散文受到命题者的青睐。

２０１２年只有少数省市阅读材料选自二十四史，更多地呈现出两种选材趋势：一是从其他

经史子集中选择与人物相关的文章；一是涉及论事述行。前者如广东卷的《清史稿·陶澍传》、

湖北卷的《世说新语·家有名士》等；后者如江苏卷的《伯父墓表》（苏辙）、浙江卷的《与荆南乐

秀才书》（欧阳修）等。２０１３年文言文阅读的选材更加趋向多样化，有传记文，如北京卷的《宋

史·曹彬列传》、四川卷的《元史·金履祥传》、江苏卷的《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也有描写

平民的风俗画卷，如江西卷的《村落嫁娶图记》；还有选自文人集的名篇，如山东卷的《看松庵

记》（宋濂）。

此种变化，迫使高考备考复习文言文时能拓宽阅读面，解决教学中押题的弊端，使高考备

考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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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注考点的变化

文言文阅读这个板块虽然比较稳定，但每年仍有一些变化，关注这些变化，对我们备考无

疑有很大的帮助。

① 实词考查，常见更多

在２０１２年的１８套试卷中，卷卷都有实词选择题，涉及的词语达７０多个，绝大部分为常用

词的单音词，只有少数省市考了双音词，如浙江卷考了“过称”（过分称赞）、辽宁卷考了“陵迟”

（衰落）。考生平时复习时，只注意《考试大纲》中规定的常用实词是远远不够的，常见实词应引

起高度重视。

② 虚词考查，相对集中
《考试大纲》规定考查的虚词共１８个，２０１２年卷中只涉及１０多个。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

只有“以”和“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省市考卷根本就没有出现虚词题。不出现不能代表不

考，往往在翻译和断句题中考查更能检验考生掌握虚词的程度。

③ 信息筛选，常考常新

信息筛选题是比较稳定的一种题型，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往主要以“下列各

句编为四组，都能具体表现……的一组是”的形式出现，但是２０１３年又用上了以前曾出现过的

题型，如２０１３年江西卷第１１题：

下列四组句子中，分别描写了村落嫁娶场面中的“送亲”及“迎亲”的一组是（　　）。

Ａ．① 一老翁杖而立，一老妪门而望　　　　　② 又其股坐于小车之旁者，车人也

Ｂ．① 一童子稍长，携其幼，指面语之 ② 将复经一林，二童子踊跃以报

Ｃ．① 一苍头牵牛而行，重其女，不使自控也

② 一老妪门立而望，察风声以为礼之缓急者也

Ｄ．① 一女仆继之，备使令也 ② 道旁二驴，次第行，骑之者，树妓也

因此，我们不能在备考中只训练一种题型，凡是高考中出现的题型都应该训练，以适应考

试中出现的新变化。

④ 文言翻译，有所创新

文言文句子的翻译，也是每卷必考的，但要关注一些变化。当然一般是在第Ⅱ卷主观题里

考查，而且一般选用阅读材料中的２～３个句子，但有的却在选择题里考查，如２０１３年北京卷

第８题：

对下列文中语句的解释，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Ａ．使吴越，致命讫即还　　　　　　出使吴越，传达旨意完毕即刻返回

Ｂ．吾终拒之，是近名也 我如果一直拒绝收礼，就会得到好的名声

Ｃ．请煜入宫治装 请李煜进入宫殿收拾行李

Ｄ．上觉，遽诘所以 皇帝察觉了，急忙追问其中的缘故

这个题目实际上在考查文言句子的翻译（北京卷后面并未设翻译题），答案是Ｂ。Ｂ项应

该译为“我如果一直拒绝收礼，这就会追求好的虚名”。

⑤ 句读考查，百花齐放

句读即断句，是标点符号的另一灵活考查方式，但各省市考查方式不一样，有的省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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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的题型。以２０１３年高考为例，北京、湖北、四川等省市用主观题的形式考查，给出一

段没有标点的文言文，让考生用标记的方式答题，而广东、江西等省市在选择题中考查断句。

⑥ 归纳理解，难度加大

近年来有的省市出现了用主观答题的方式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题型，有的结合

文言文阅读语段考查，有的则单独设题。不管用什么方法考查，这种题目难度都比较大，属于

高档题目，应引起高度重视。

结合阅读语段考查的有北京市，如２０１３年北京卷第１０题：

文中第５段写道“美窃视彬笑”、“上亦大笑”，请分别简述两处“笑”的缘由。

还有四川省，也有这样的题，如２０１３年四川卷第１１题：

第Ⅰ卷文言文中，传主金履祥是怎样为学与为人的？请简要概括。

这样的题要结合文段内容理解才能完整地回答。

单独设题的有福建省，如２０１３年福建卷第９题：

阅读下面的《论语》和《孟子》选段，完成后面题目。

子曰：“躬自厚①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

子·公孙丑章句上》）
【注】① 厚：重，与“薄”相对。

（１）请概括出两个选段观点的共同之处。

（２）两个选段中，孔子与孟子的话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简述。

这类题加大了考生的阅读量，难度大，赋分高（４～６分），这种题型会不会在全国各地全面

铺开很难说，但是高考考到现在，没有变化是说不过去的，稳中有变，体现的就是这个“变”字。

因此，只要出现了变化，就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备考中训练落实。

综上所述，我国高考文言文阅读的命题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有

利于选拔考生，使那些基础扎实、思维灵活、有一定创新能力的考生在做题时脱颖而出。

　　５．命题趋势

在选材方面，既注重人物传记，又注重古代各类优秀散文。在命题方面，围绕“浅易”二字，

突出考查能力，兼顾基础知识。

（１）阅读材料选择

选择阅读材料是命题的关键，既要符合《考试大纲》“文言文阅读就是能够阅读浅易的文言

文”的要求，又要避免教材、读本、参考资料出现过的材料，以显示考试的公正性。那么，对高中

生来说，什么是“浅易”的文言文呢？大致可以用以下几个标准来衡量：

首先，从选文运用的词汇来看，主要是常用词与次常用词，非常用词出现的机会极少，古代

典章制度等专门术语也很少运用。第二，从文章出现的语法结构来看，主要采用常见的文言句

式以及一般性的词类活用。文言虚词的运用也以常见的典型的用法为主。第三，从文章的体

裁上看，主要是叙事、写景、抒情、一般说理等文体，而不是学术性较强的文艺理论著作（如《文

心雕龙》）。第四，从文章内容涉及的范围来看，同古代文化背景知识的联系较为松散，少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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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第五，从文章的整体风格来看，属于典范的文言文作品，如先秦两汉散文与唐宋八大家之

类后世古文家（不是骈体文作家）的作品。

遵循上述标准，前几年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比较单一，大多以传记类文言文为主，特别是

正史类（主要是二十四史）居多。以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为例，我们可看出一些端倪。

２０１０年：四川卷选自《汉书·酷吏传》，重庆卷选自《宋史·查道传》，新课标全国卷选自
《明史·花荣传》，全国卷（Ⅰ）选自《明史·王祎传》，全国卷（Ⅱ）选自《宋史·廉保裔传》。

２０１１年：浙江卷选自《新唐书·张文瓘传》，上海卷选自《史记·循吏列传》，新课标全国卷

选自《宋史·何灌传》，全国卷选自《明史·熊鼎传》。

２０１２年：江西卷选自《元史·彻里》，辽宁卷选自《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广东卷选自《清

史稿·陶澍传》，新课标全国卷选自《宋史·萧燧传》，全国卷选自《宋史·郭浩传》。

２０１３年文言文阅读测试材料的出处和类型一览表

卷　　别 材 料 出 处 材 料 类 型

全国新课标卷Ⅰ 节选自《明史·马文升传》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全国新课标卷Ⅱ 节选自《旧唐书·李揆传》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重庆卷 选自《吕氏春秋·孟冬季·异宝》 先秦诸子散文

辽宁卷 节选自欧阳修《王尧臣墓志铭》 宋代散文

安徽卷 选自《说苑·奉使》 汉代散文

四川卷 节选自《元史·金履祥传》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全国大纲卷 选自《宋书·杜惠度传》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浙江卷 《送丁琰序》（宋）曾巩 宋代散文

上海卷 《卜式传》（选自《汉书》，有删改）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北京卷 选自《宋史·曹彬列传》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天津卷 《姚敬恒先生事略》（清）全祖望（选自《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清代散文

湖南卷 节选自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中华书局简体字版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江西卷 《村落嫁娶图记》（明）顾彦夫（选自《明文海》） 明代散文

江苏卷 节选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湖北卷 《廉希宪事略》（选自《元朝名臣事略》、《南村辍耕录》，有删改） 元代散文（策论）

广东卷 《宋史·张咏传》 人物传记（二十四史）

山东卷 《看松庵记》宋濂（选自《宋濂全集》，有删改） 明代散文

福建卷 《龙洞山记》（元）张养浩（选自《钦定四库全书·归田类稿》） 元代散文

　　从上表不难看出，全国各地高考卷的文言文阅读选文内容人物传记仍然占有半壁江山，１８
套试卷有９套是人物传记，而且材料源于正史。对这种选材方法，好处就是能将文言文的考查

目标牢固地限定在“浅易”二字上，既能考查，也能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但这种稳定有余

而变化不足的出题趋势，已经影响到高考复习的莘莘学子及其学校的教学。古代抒情性或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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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散文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浓烈的感情和深刻的理性思辨成为很理想的文段，篇幅一般短

小而容易取舍，并且也符合“浅易文言文”的标准。“浅易文言文”并不是简单的文言文，更不是

越浅易越好，它总需要一个度，而这个度就是要能很好地读懂古代一般的史传和散文。语文课

本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史传和散文并重是课本选取的主要标准。这几年在选文方面有所改

观，有的省市开始选择二十四史之外的典籍，从上表可以看出，有山水游记、名人文集，也有杂

史中精选出来的段落。

（２）命题思路预测

一是秉承传统，有所突破。高考文言文命题一直都比较稳定，像文言实词、虚词的考查，信

息筛选题多年来都是一样的，形式比较固定甚至有些僵化，因此，各地都在“稳中有变”的前提

下，寻求一些突破，题型更加丰富，考点更加广泛。如２０１３年上海卷：

１７．写出下列加点词语在句中的意思。

（１）使者以闻
獉
（使……知道） （２）布衣

獉獉
草履而牧羊（穿着布衣）

（３）岁余，羊肥息
獉
（繁殖） （４）上过其羊所，善

獉
之（认为……好）

２０．第①段中，卜式的做法为什么被丞相认为是不合“人情”的？

（丞相认为付出后要求回报是人之常情，卜式则为国家无私付出，不求回报，所以被认为不

合“人情”。）

２１．依据全文，概述皇帝对卜式认识的变化过程。

（皇帝开始不太了解卜式的为人，接着认识到他是忠厚的长者，最后发现他有治国才能。）

第１７题将传统的实词题由选择题改为主观题，考查的面更宽；第２０、２１题为简答题，设题

方式已经向现代文阅读靠近了。其实，简答题和选择题一样，都应该是文言文阅读的基本题

型，而开放性、探究性的题目在文言文阅读中也不是不能出现。这将预示着文言文阅读有可能

减少选择题的题量，而增加主观题的题量。

二是重视基础，关注能力。文言文阅读这个板块是复姓，既姓“言”，又姓“文”。从考试内

容看，文言文测试是“言”、“文”并重。这里的“言”，即文言知识，如实词虚词理解、古今词辨析

等；“文”主要指对文意的理解。文言文阅读的题量一般是６道，测试内容分工明确，前三题注

重测试“言”，后三题注重测试“文”。“言”为基础，“文”为能力，文言文测试“言文”并重的特点，

改变了过去重“言”不重“文”，实质上仅仅是古汉语测试的不良倾向，对中学文言文教学起到了

积极的导向作用。从测试能力看，对“言”的重视，实质上是考文言知识的迁移能力，即利用有

关文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文”的重视，主要是考文意的理解能力。

二、高考文言文阅卷报告

高考文言文阅读板块，在整套语文试卷中，除去诗词鉴赏和古诗文默写，分值一般在２０分

左右，能力层级主要是理解、分析综合，难度值在０．５左右，介于中档题和难题之间。我们综合

全国各地的阅卷情况，分别从阅卷形式、考题得分、答题误区、答题建议等方面谈谈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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