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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年试卷“再现”

通过对2014年上海卷的高考现代文

选文特点与检测题型的分析，题型稳中有

变。具体来说：

2014年试卷的选文类型，既延续了

近几年高考的基本样式，又在继承中有

所变化。现代文阅读的两篇选文贴近生

活实际，关注公民素养的同时，重视传统

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第一篇现代文《受

众的新闻素养：能力和意愿》是社科类文

章，旨在阐明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除

了优化信息环境外，还要提高受众的新闻

素养。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公民的

新闻素养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

终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文贴近考

生生活，文风质朴自然、条理清晰且内涵

丰富，为考生思考自己应当具备怎样的新

闻素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二篇现代文

《宁静》是文学类文章，文质兼美。

二．近年试卷“特点”

就近年上海卷高考现代文选文特点

与检测题型来看，有以下特点：

——就体裁来看，多以社科类文章

为主（《考试手册》要求学生“能阅读一般

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文章和文学作

品”），以事理说明文和文学色彩浓郁的抒

情散文居多。

——就主题来看，事理说明文在介

绍事物起源、发展、作用、影响的同时，也

在字里行间潜移默化地渗透着人文思

想、社会意义、实用价值等方面的信息和

知识，起到了“一箭多雕”的收益；文学色

彩浓郁的抒情散文，则氤氲着别开生面

的文化基因，文学气息；选文综合运用了

记叙、抒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导引着

考生对所及内容与问题做入脑入心的思

考、判断和分析，经历一次思想、文化、心

灵、认识、品格的熏陶与洗礼。如关于“杭

州西湖”的选文等。

——就选文的范围来看，中外皆

有，长短不一，但均为可圈可点的经典之

作。如2014年的第二篇《宁静》，就选自美

国的西格德·F·奥尔森的文章。

——就命题的类型来看，是非选

择，归纳概括，赏析含义，表现手法，修辞

作用等是着重考核的范畴。几乎每篇选文

都是如此。

三．2015年考试“展望”

鉴于以上的事实与分析，又因为每年

的高考指向与考纲都本着“稳中求变”的

原则，所以，对2015年现代文高考趋向姑

且做如下“展望”。

——体裁与主题上，仍然以社科类

文章为主。理由是，社科类文章大多以说

明文及议论文的写作形式出现，其主要

目的与作用是为了说明某个领域的发展

动态、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对社会

生活、世态现象等进行“干预”，这正与语

文的学科特点——“文以载道”和“人文

性”相吻合，更主要的是，这类文章恰恰

与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潮流和时代所倡

导的主旋律极为合拍。

——选文的范围上，还是不外乎中

外优秀佳作，尤其是新近出现的时文美

文。

——命题的类型上，在原有的基础

上，可能会增加更多具有开放性、思辨

性、创新性的主观题，以便增强试题的

区分度，让积累丰富，眼界开阔，功底扎

实，基础牢固的“另类”考生英雄有用武

之地。

四、高考现代文阅读中          

常见错误举隅与“诊断”

现代文考试中之所以失分严重，主

要的问题是考生对试题的常见类型、题

型没有“慧眼识别”，以致落入命题者所设

“陷阱”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错误推导

是指没有读懂全文或是以偏概

全，臆断出错误的结论。如上海卷现代

文阅读（二）（关于“杭州西湖”）的第10
题，下列说法正确的两项是：A.作者写杭

州人爱喝茶是为了表明杭州人追求悠闲

与散淡的生活。B.爱打伞是杭州人的一个

生活习惯，伞也是西湖风光的美丽点缀。 
C.西湖的价值就在于出现了众多的文人

以及他们留下的隽永诗文。D.张苍水临刑

前绝呼“好山色”，既赞叹了杭州山水，又

抒发了故国情怀。E.从全文看，作者描绘

西湖的美好风光，是为了强调西湖是世界

的旅游胜地。F.文章运用记叙、抒情、议论

等方式，主要是为了赞美今日杭州人的幸

福生活。就属于这样的类型题。其实，这

道题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在做类似题目

时，教师要告诉学生去抓住其中的带有肯

定、绝对意思的关键词（A、C、E、F中分

别有“是为了”、“ 就在于”、“ 是为了”、“ 
主要是为了”）就可以作出正确选择了，因

为，文本中并没有传达出这样“非此即

彼”的语言信息。因此，只有B、D符合要

求。还有2014年的第4题，此题考查的就

是确认信息的能力。

2．以偏概全

其原因主要是对文本没有从总体上

进行把握，没有整体读懂文章，曲解了文

本的内容，出现了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只

见树木，未见森林的问题。上海卷现代文

阅读（一）的（有关“包斯豪”的）第1题：以

下对“包斯豪”的介绍符合文意的一项

是：A.原本是一所工艺学校。B.最初是建

设者的宿舍。C.由学校的创建者命名。 D 
.不是一所正规的学校。就属这种情况，其

中，与全文所传递的信息比照来看，A选

项属于以偏概全，答案只顾及到了“工

艺”，而没有兼及“艺术”，这在开头的一

句就交代得十分清楚、明白——“包斯

豪”是一所由工艺学校和艺术学校合并而

成的艺术设计学校. 由此可知，C是符合

文意的。

3．归类不当

就是把本属于同一类的拆开或是把

本不属于同一类的合并成一类。如2013年
上海卷（《惠特曼访问记》）第11题：第⑥

段中惠特曼说他最喜欢那些运动员，对其

原因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这些人幸运、春风得意，曾与惠特

曼荣辱与共。

B．这些人保持着身体和心灵的干

净，充满了活力。

C．这些人曾给惠特曼以激励，帮他

走出了最低潮。

D．这些人朴素亲切，心灵上与惠特

曼有契合之处。

该题以选择题的方式考查筛选信息

的能力。解答此题时，带着问题要求通读

全文，并寻找题干所在的段落精读并筛

选答案。本题的问题就是归类不当。答案

是A。
4．前后不一

即对所指代内容作了不正确的理

解，前后相互矛盾。如2010年上海卷《笔

墨的超越》第3题：下列对第④段分析不

正确的一项是(    )
A．“这种特殊感情”指代上文所说

的中国人对艺术的赞美之情。

B．“不仅由于”表明下文将进一步阐

述笔墨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C．在结构上，这一段有承接上面两

个自然段，引出下文的作用。

D．此处独句成段，表达内容更明

确，文章层次也显得更为清晰。

结合上下文语境，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A 项所指代的内容错误。

5．混淆是非

是把未然说成已然，把或然说成必

然，部分说成整体，可能说成肯定，偶尔

说成往往，轻度说成严重等。如2012年上

海卷《冬阳·童年·骆驼队伍 》中第9题：作

者多处描述骆驼队，对此分析不恰当的两

项是（    ）（    ）
A．第①段由一句话构成，简洁而有

画面感，将骆驼队这一描述对象凸现出

来。

B．第②段先写骆驼群的沉默，再写

拉骆驼的人头上冒的热气，有比较的意

味。

C．第③段中画线的“但是”一词有强

调的作用，语意上与上文没有形成转折。

D．第④段“屈”、“撅”、“跪”一连串

动作的描写，让人们感觉到骆驼的温顺。

E．第⑩段不用对话描写而是转述

爸爸的话，改变了表达方式，行文富有变

化。

F．第⒂段描写了冬天快过完时的

骆驼队，暗示“我”对骆驼的感情发生改

变。

第3段中“拉骆驼”所说的实际上否

定了“我”的猜想，前后有转折关系，因

此C选项错误。第⒂段虽然写到骆驼的

邋遢、难看，但从天气的交代以及“我真

想”“轻松的步伐”“清脆”一类词中可以

看出“我”对骆驼的感情没什么变化，因

此F项也错误。

6．无中生有

这是指原文本无此意，命题者故意

凭空炮制出种种意思，或是答题者的臆

测。如2014年上海卷第11题（《宁静》），除

了B项正确外，其他三项都是与原文意思

不符的，就属于无中生有或概括不当。

现代文阅读中常见错误“诊断”
——如何备考2015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题(之一)

君莲学校 高级教师许织云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高级教师程立海 

在每年的高考阅卷和试卷分析中都

会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古

文、现代文、作文三个板块中，现代文得分率

最低，原因可能与当年的选文、设题难度等有

关，但在日常教学与复习中学生对一些基本问

题没有厘清、理解应该是主要因素。因此，本

文拟就高考现代文选文特点、解题技法以及

2015年（包括即将到来的春考）备考等方面给

出对策，以便对考生应考有所帮助和裨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