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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文章所运用的材料、方法的

逻辑性”与“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义

和价值”，是难度相对较大的题目，但一旦

掌握了有效、实用的方法，就可以化难为

易。

（一）评价文章所运用的材

料、方法的逻辑性

1.评价文章所运用的材料，是常考

的题型之一。因为，社会科学类的议论

文，总是要运用材料的。不过，运用的具

体情况则比较复杂。有的是用来证实自

己的观点，有的用来反驳别人的观点，有

的用来表述某种看法。从运用的角度来

说，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还有局部肯定

局部否定的，都要分辨清楚。

在解答此类试题时，要看清题目要

求，把握好材料与中心之间的关系，分

析材料与中心论点是不是紧密统一的关

系，再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2.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其逻辑思维

必然是谨严的。反之，一篇文章若是没有

严密的逻辑性，就必然会导致文章思路

混乱，没有章法；材料与主题脱节，结构

松散，缺乏合理的照应。纵观近年来的阅

读选文，都具有思维层次清晰，结构匀称

合理，材料与中心紧密结合的特点。

一篇文章，主题是灵魂，材料是血

肉，材料必须为主题服务，材料必须紧扣

主题。若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材料

堆砌，不能达意；材料相抵，自相矛盾；远

离中心，偏离题旨”的问题。

找出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文章是

客观事物的反映，任何一件事情，就其发

展过程来说，不外乎开端、发展、高潮、结

局这四个阶段。只要抓住了这一结构形

式，文章就会有始有终，结构严谨。

在分析论述文的逻辑性时，应抓住

“事”与“理”的逻辑联系。因为，论述文

的写作，论点、论据、论证三者之间是密

不可分的，论点是“帅”，论据是“兵”，论

据、论证必须全方位为论点服务。否

则，就可能导致论点、论据两层皮。层次

不清，结构混乱，论证无力。

还要关注语言之间的逻辑关系。一

篇优秀的文章，其语言首先应做到逻辑

严谨。一个事物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是

按时间顺序说还是按空间顺序说，都应

有一个明确的逻辑。决不会东扯一句，西

扯一句，没有主次，没有顺序。此外，一些

因果、假设、递进、承接等句式也要格外

关注。

至于文章的照应，也是逻辑性的重

要体现。如，题文照应，即指标题与正文

的照应。行文与标题的照应，能使文章的

主旨得到有力的表现，清楚明了地表达出

文章的主题。首尾照应，指作品的开头与

结尾遥相呼应的方法。首尾呼应，瞻前顾

后，使文章前后贯通，圆满而深刻。一篇文

章在记叙议论结束后，结尾时回过头来

与开头照应一下，既概括了全文，在结构

上又给人以整体感。　　

（二）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

义和价值

“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义和

价值”要紧抓一点，这一点就是联系现

实，指出其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再

“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不是说让你凭空创

造出一个观点，而是在文章内容的基础上

对指定问题发表看法。记住，你所需要的

答案都应该是从文章里面找到的。

“评价”和“鉴赏”一样，具有一定

的难度。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义和价

值，关涉到文章内容的核心，是文章的灵

魂。阅读中重视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这

是很显然的，不过，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

应包含这样两点要求：（1）确认作者的观

点，能判断某种说法是否符合作者的观

点；（2）能分析作者的观点，包括能分析

作者提出某种观点的原因，说明作者提

出某种观点的依据。这两点常常就是命

题者考查对作者观点把握程度的命题角

度。

评价文章内容和作者观点的意义和

价值，本质是对文章主要意思的把握，进

而做出鉴赏性评价。要指出的是，文章的

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是阅读评价

过程的两分法。通常，思想内容和观点态

度，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彻底分

开。《考纲》之所以分开表述，或者基于两

点原因：一是客观上存在文章思想内容和

作者观点态度不完全等同的情形，二是

主观上要求评价文章思想内容和作者观

点态度有相对独立的两分法。这种关系

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能够准确地评价文

章的思想内容，作者的观点态度或者就会

自动浮出水面，鉴赏评价的工作就较为

轻松了。

如何评价文章内容和观点的意义与

价值呢？这里提供一些方法：1.坚持评价

的文本性。文本是客观评价的基础，回

归文本以准确把握其表现出来的思想内

容和观点态度，是客观、公正评价的第一

步。这一步差之毫厘，便离题万里。往往

依了个人的好恶去随意评说，而缺失了

对作品分析、评价的客观、公正性。2.做
到评价的全面性。要全面、辩证地评价

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所

谓全面，就是避免以偏概全的鉴赏现象

发生。较为深入地阅读以取得对作品

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再以客观的立

场、准确的观点去作评价。3.讲究评价的

依据性。对文学作品分析评价，除开回

归文本以为依据之外，还应有诸多的考

量。如：作者的经历和思想、写作的时代

和社会、文学的流派和风格等。评价还要

从历史与现时的交汇上寻找作品思想的

着力点。4.实现评价的准确性。要使评价

准确，做好的办法莫过于评价的具体。评

价总是源自对文本的具体解读，即使有

主观的参与，也不凭空臆想，这样的评价

不会是含糊笼统的，而是具体、充分和有

深度的。要做到评价的准确性，必须在备

考的博闻强志的基础上，刻意做好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作家具体认识、具体

文章具体评价、具体题目具体解答的工

作。5.注意评价的整合性。评价作品的思

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是一个思维调

动的过程。思维的调动，最初可能是支离

的、破碎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这就需

要对思维加以整合，要善在支离破碎的

思考点之间建立联系，使评价完整。

此外，要做到以下几点：1．从概括性

强的句子入手。有的文章的内容、观点的

意义和价值是直接表述的，抓住了概括

性强而又表达某种看法的句子，就抓住

了作者的观点态度。2．从文中运用的材

料入手。文中运用的材料，不论是事实还

是文献资料，总是要表达一定的内容、观

点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从分析材料入

手，是分析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义

和价值的重要途径。3．从作者的评述入

手。有时候，作者把文章内容、观点的意

义和价值隐含在具体的评述之中而不直

接说出。这就要求从分析具体的评述入

手，提出精要，作出概括。

一般说来，能通过前两条途径作解

答的试题相对比较容易，而要用第三条

途径来解答的试题，则一定比较难。

抓住社科类现代文阅读理解的精要
高考语文解题技法与训练（四）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高级教师 程立海

》》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义

和价值应注意的问题：

1．要整体把握文意

分析评价文章内容、观点的意

义和价值固然要注意这一点，即便

是分析概括文章局部内容、观点的

意义和价值，也应如此。这是解答这

类试题的前提。

2．要准确理解语句

即作者在文中的观点的意义和

价值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语句来表现

的，对语句理解不准确，分析概括就

会出错。

如2008年上海秋季卷的第12
题：文章将曾祖母喻为“灯笼红”，又

将她喻为“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

地”，联系全文对此加以评析。

参考答案：“灯笼红”的意象突

出了生命果实的芬芳甜美，“收完了

庄稼的一块田地”的意象突出了生

命本身的温厚和博大。二者既是对

曾祖母生命价值和特点的恰当形

容，也具有内在的关联，并形象地说

明了曾祖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解析：本题的解答，就要关注

到原文“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地”等

内容来回答，否则，答案就会不准

确、不全面。

再如江苏2014年第7题：作者

说，学习数学时机械的题海战术很

难让人享受到数学的韵律之美。你

赞同吗？结合原文提供的信息说明

理由。

 参考答案：（1）赞同。（2）美是

真理的光辉，学习数学会有韵律美

的体验和感受。机械的题海战术是

急功近利的表现，使孩子们失去了

探寻科学美的机会。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概括作者

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和“从不同角度

和层面阐发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

能力，能力层级为D。根据原文信

息，首先肯定学习数学会有韵律美

的体验和感悟。第五段的最后一句

提出急功近利使人们失去探寻更

高层次科学美的机会，而机械的题

海战术，同样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它

也使孩子们失去了探寻科学美的机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