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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现代文考试的试题与常见的

错误类型有了清晰的知晓，剩下的关键

就是我们如何去破解问题，寻找到“出奇

制胜”的“法宝”与“钥匙”了。结合上海

高考考试语文科考试大纲中对现代文阅

读的考试要求（总体上），能够阅读一般

论述类文章。

1.理解

（1）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2）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2.分析综合

（1）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2）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3）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4）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

度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对策达成理想的

目标。

第一，明确概念。上面说过，就体

裁来看，高考现代文多以社科类文章为

主，所谓社科类文章，一般是指涉及各种

社会现象，探讨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

方方面面的表现、本质、特征、规律，并

进而表达作者对所述对象的见解、思

想、主张的文章。

第二，识出类别。社科类文章主要包

括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

学、教育学、语言学、文艺学、美学、人类

学等各种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内容非

常丰富，异彩纷呈，包罗万象。

具体来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

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

济学和人类学等方面；另一类主要包括

文学、艺术、语言学、文学评论、作家生平

介绍及故事等，其中尤以文学艺术方面

居多。平时要有意识地多阅读、多训练，从

中归结出“普遍”的、有“规律”的“捷

径”来。

第三，体裁特点。社科类文章，若

是事理说明文，则多以事实性的说明为

主，少有华美的词藻雕饰。如是人文类

的文章，就多采取描写、议论及叙述的

形式，这与文章内容有关，因为文学作品

中对人物、事件的描述较多，而故事又是

叙述的载体；在评论中，又多以议论文的

形式为主，评论对象涉及文学作品、作家

身世、思想主张、“时尚”人物、音乐及艺

术作品等等，在这类文章中，常见的是精

彩的描述，生动的刻画，有的还引用了许

多古诗词、名人名言、俗语、谚语、典故以

及较多的表示时间顺序及空间方位的词

语。对此要多加留心，这些信息对解答题

目有提示、帮助作用。

第四，获取方法。这是指教师在辅

导学生训练社科类文章时，一定要讲清

楚这类文章阅读、答题的基本方法。阅

读社科类文章，应从议论说理的角度入

手，弄清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什么，有无分

论点，用什么材料来证明观点，论证结构

有什么特点，语言有什么特色等。

一般地说，现代文阅读题目中，对词

语句子的理解，对文章结构、思路的认

识，对信息的筛选，多用分析的方法；而

对信息的提取，对文章中心思想，作者在

文中的观点、态度的把握和根据文章内

容进行推断想象，则需综合运用分析与

综合的方法。

总之，面对语文高考中学生们普遍

感到最棘手、失分最厉害的现代文阅

读部分，只要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对所考

选文种类有所知晓，对检测题型有所

训练，对其中的阅读技法有所总结，那

么，老师就只有对同学们考高分的美

好祝愿，而没有“杞人忧天”般永远的

“痛”。

但愿——“现代文阅读，‘爱’你也容

易”能够成为现实，祝愿每个考生都能够

攻克现代文阅读路上的“拦路虎”！

拥有考试的“钥匙”与“法宝”
——如何备考2015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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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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题目得分率不到一半，甚至是

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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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类文章，有它自身的特

点，与纯粹的文学作品和一般的

政论性文章“大相径庭”，差别很

大。因此，教师在教学与训练社科

类文章时务必要引导学生一定抓

住其固有而显见的特点，方可“势

如破竹”，迎刃而解：

一是要让学生储备一定的

相关知识，明确基本的概念与理

论，了解词语在文中的含义。社会

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使社科类文

章注入了新的名词术语，在阅读

中，对这些新的名词术语不理解

就会造成阅读的障碍。如近年来

文章中经常出现的  “你太有才

了” “为什么呢？”“我靠”（ 近年

流行语：看了《苹果》，发现男人靠

不住；看了《色·戒》，发现女人靠不

住；看了《投名状》，发现兄弟也靠

不住；看了《集结号》，发现连组织

都靠不住了。大家都在寻找依靠。）

“潜规则”“ 什么都是浮云”“艳

照门”“大众传媒”、“新经济时

代”、“文化软实力”“新常态”“中

国梦”“亚洲梦”“世界梦”等名

词，就应该了如指掌，了解内涵。

二是能够从形式和内容上把

握、理解文中关键的语句。特别是

对于那些意蕴深邃，结构比较复杂

的文句，更要引起重视。同时，还必

须将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解读。

三是整体知晓作者在文中的

观点和态度，而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往往隐含在文字的背后，这就需要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有的放矢地提

醒学生用心去分析、概括、提取、筛

选。实际上这也并不多难，就是要

具体作到对文本能够在阅读、感

受、理解、体会、鉴赏、体悟的基础

上，全面、准确地读懂文本。

第五，检测形式。上面已经述

及，社科类文章在高考试卷中呈现

的题目形式多种多样，有简答、多项

选择等不同的形式。在平时训练时

也要以这些已知的题型进行“全面

开花”地“各个击破”。

如2014年上海卷现代文阅读

一的第1题：“困境”在文中的含义

是——本应消除不确定性的信

息却增加了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

性。解答此题的关键是读懂第一

段中最后一句话，确认信息和整合

信息即可。

第六，总结规律。通过高三一

年的强化训练，对社科类文章的一

般特点，阅读方略，题目类型等应

该做一小结，从中归纳出典型的范

式、技法和规律。

第七，培养能力。就是说，老

师要通过日常的教学，结合具体

的实例，传授给学生阅读、答题技

巧，使学生真正作到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拥有自己“捕鱼”的能力。

叶圣陶先生说过：“思想是有

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

是有路的，好文章的作者是绝不乱

走的”，这也同样适合现代文的阅

读。

【基本训练】

如何阅读社科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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