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叙事散文的定义及特点 

        叙事散文，是指以写人、记事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与

一般散文比较，叙事散文在形式上与一般散文一样，具备

灵活自由、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但在内容上，叙事散文

强调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记叙与描写，来刻画人物，抒发作

者情感，表达作者思想。叙事散文有以下特点： 

        其一，散文的叙事一般应是作者亲身经历或目睹之事，

或者是间接了解到的事情，总之，应是客观存在的实有的

事情，是非虚构性的。 



        其二，散文可以展现人物比较完整的性格，但也可以只

撷取人物性格的局部和侧面加以描绘。 

        其三，叙事散文不要求事件必须完整，它可以逻辑清晰

地叙述一个事件，也可以只截取事件的局部场面，或者某个

细节，线索单纯，情节简单。 

        其四，从叙事角度和方法来看，叙事散文的根本目的是

表达作者对所写人物或事件的看法、思考、感受、感悟，事

件在散文中是作者用以表情达意的载体，作者往往是边讲故

事边表达感受和见解。 



二、具体解读 

        很多的散文都是写人记事的佳作，所写的都是真实

的人物，都充满浓烈的情感意蕴和厚重的人文意识。回

忆性、纪念性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写悲

惨、忧伤之事，表愤怒、悲悼之情，发深邃、邈远之思

（《记念刘和珍君》《小狗包弟》）；二是写伟人、名

人之事，表赞美、颂扬之情，传活泼、幽默之趣（《记

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这些写人记事散文有如下特点： 

        1、写片断。写人记事散文叙事可完整也可零散，而零

散的更多见，零散才见出散文“散”的特点。鲁迅对刘和

珍的了解并不算多，但这不妨碍他写作《记念刘和珍君》。

作者的技巧在于将一个个人物的片断印象串连起来，一个

个片段就是一颗颗珍珠，聚合在一起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2、抒真情。作者在表现人物的特点和品质的同时，还

表达了作者对人物、对社会的情感判断，作者的个性气质、

情感流向都在文章中充分显现出来。我们能从中看到出离

愤怒的鲁迅、伤心悔恨的巴金、诙谐幽默的梁实秋。  



         3、章法自由。在形式上各自呈现不同面目，这是顺应了

文章本身创作的需要，又顺应了作者感情表达的需要和作者

对人物对事件感受理解的需要。《记念刘和珍君》全然顺着

作者感情构造章法；《小狗包弟》则顺着故事发生的时间次

序构造章法；《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是作者凭着对所

写人物的记忆线索，并按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建构章法的。 

         4、语言个性化。散文语言因作者感情而生辉，因作者学

养而生味，因作者才华而多姿多彩。如鲁迅写《记念刘和珍

君》，显示出他最佳的散文语言状态。也许是惨案已经过去

而时隔不甚久远，作者激情难能抑制，下笔自生风采，而沉

痛之情付诸文字又造成凝重与沉着之感。 



考点突破 

一、高考命题趋势 

        叙事性散文从以下几方面来考查：1．对记叙要素、

详略、顺序的分析理解。2．对内容要点的归纳概括。

3．对文章层次结构的分析。4．对文章表达方式的辨别、

比较分析。5．对特殊词句含义的理解。6．对文章思想情

感的体会揣摩。 



二、考点分析 

        1、把握文章内容，概括文章主题。把握散文主题的

方法是：（1）找到文中的中心句和暗示主题的提示语、

关键词语，从中概括文章主题。（2）从所选的材料中概

括，材料是为文章中心服务的，我们可以看文章所选的材

料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观点、态度、感情，从中找到作者

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命题形式：文或某一段落的主题或作

者的思想感情。 

        答题思路：（1）利用原文词语，尽可能使用。  （2）

没有原文词语可利用时，要注意语言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

层次性，要做到言简意赅又不漏掉答题点。 



        2、理清文章脉络，把握顺序。散文中的顺序，一般

包括：选取的材料顺序、段落顺序、句子顺序、词语顺序

等。 

        （1）线索。线索是作者选择材料的准绳，我们形象

称之为线索，是作者选择材料的脉络或描写、记叙的脉络。 

        考题形式：直接问文章的线索是什么或说说作者选择

材料的依据等。 

        答题思路：找到线索，根据提问灵活回答。关键是要

判断准确线索。 



（2）顺序。 

        考题形式：①连续的材料或几个段落、词语能否调整顺

序？为什么？②从原文中抽出一句话或几个词语，让你放回

文中可以选择的几个地方。 



        答题思路：①要注意审题，有的题是不能颠倒顺序的。

有的是可以颠倒顺序的。出题人在出题时会有暗示，同时也

要推敲材料和段落、词语之间的关系。不管能还是不能，都

要谈为什么。思路是要看材料或段落、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

②从原文中抽出的语句，往往是总结性的或承上启下的，一

是靠考生的语感修养，二是对语句进行理性分析。词语顺序

借语感和理性分析，要分析语言环境和词语搭配的问题。这

样的题，往往有选择答案，即使没有选择答案，也不需要回

答为什么，但思维过程仍要考虑到词语的逻辑顺序和词语搭

配的问题。 



         3、品味语言。在散文阅读中，这是一个大的考点，

可以包含很多小项，分析如下：    

        （1）词语含义。 

        考题形式：原文给一个词语的拼音，让你根据语境和

拼音写出词语并结合语境解释词语的含义。填写词语要靠

平时的积累，解释词语要根据该词语所在的语境来推断。 

        答题思路：①考虑文章或段落的主题，结合主题来答

词语的含义。②根据该词语前后语句的内容、含义来推断。

注意：如果知道该词语的原始意义，一定不要忽略词语在

语境中的含义。 



（2）词语妙用。 

        考题形式：品评加点词语作用（妙用）或加点词语能

否删除。 

        答题思路：①解释词语（在语境中）的含义。②表达

作用，词语的表达作用，要结合语境或主题思想来回答，

要答该词语对表达作者思想感情或主题思想的作用，有时

也可以考虑词语对景物描写或意境创造的作用或人物性格

刻画等方面的作用。③体现词语的准确性或生动性。④哲

理性语句的深层含义。这样的题，往往结合发展性考题来

考。有时，也会单纯考哲理性语句的含义，这样的考题，

关键要抓住中心词，要体会词语的深层含义和双关意义。 



4、表达方式的作用。 

        （1）描写的作用。散文中的描写主要包括景物、人物

描写等。景物描写，主要考查意境描写的作用，答题时，重

点是回答景物描写对表达作者或人物思想感情的作用，要严

格区分小说景物描写与散文景物描写的不同（小说景物描写

是渲染气氛或交代时令季节，衬托人物；散文景物描写是直

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或主题）；人物描写主要是考外貌、

神态、动作、心理，有关细节描写的地方值得注意，人物描

写主要是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 



        （2）议论的作用。散文中的议论，往往是揭示文章

的主题或和抒情结合在一起，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此

考点一般不单独出题。 

        （3）抒情的作用。要注意作者的思想情感倾向，一

般不单独出题，往往和词语表达这一考点结合起来考。 



三、突破方法 

        1、把握记叙的“六要索”。“六要素”指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抓住它们，有助于把握

文章的结构，弄清中心事件，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 

        2、明确人称，理清顺序。记叙的人称有三种，以第二

人称“你”来写的甚少，但第二人称好像是面对面的对话，

较易抒发作者的感情。第一人称“我”较常见，但文学作

品中的“我”只能视为人物形象之一或起串联情节的作用，

为线索人物。记叙的顺序通常有顺叙、倒叙、插叙等。使

用倒叙能造成悬念，增强艺术效果。 



        3、抓住线索，掌握布局。记叙文的线索，是指自始至

终贯串于全文的一条线，它可以是人、物、事、情、活动，

也可以是时空的变换、某种行为、问题、认识，甚至一句

话。它是作者展开文章内容、安排情节的思路，因而理清

线索，有利于掌握全文的布局。 



        4、抓住特殊语句，领会文章主旨。记叙文是以记叙为主

的，但其中也有描写句、抒情句、议论句，阅读中抓住这些特

殊句，有利于领会文章主旨。描写能较好地刻画出人物神 

情、动作、心理以及故事发生的背景、场景等，抒情则可以增

强文章的感染力，使读者与作品内容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显

示中心。议论则能直接点明或加深所叙之事的内涵，提示段旨

乃至全文主旨，有画龙点睛之妙用。 

        5、留意过渡与照应。抓住文章过渡段或过渡句能较好地

理清文章大层次与小层次。照应有前后照应与反复照应两种，

使文章层次更清楚，同时对表现文章主题起到加强的作用。 



四、真题赏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往事（二）① 

冰  心 

        是除夕夜的酒后，在父亲的书室里。父亲看书，我也

坐近书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双手支颐，半倚在几上，我唤：“爹爹!”父亲

抬起头来。“我想看守灯塔去。” 

        父亲笑了一笑，说：“也好，来整年整月地守着海—

—只是太冷寂一些。”说完仍看他的书。 

        我又说：“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亲放下书说：“真的便怎样？” 



        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我耸一耸肩，我说：“看灯塔

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 

        父亲点头说：“这个自然!”他往后靠着椅背，是预备

长谈的姿势。这时我们都感着兴味了。 

        我仍旧站着，我说：“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不

是独善其身；我们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们

也不必‘避世’！” 

        父亲笑着点头。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

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 

        父亲只笑着。 



        我勇敢地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

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

纷华的娱乐，来年整月地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除却海上

的飞鸥片帆，天上的云涌风起，不能有新的接触。除了骀

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我抛却

‘乐群’，只知‘敬业’……” 

        父亲说：“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这

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中边②的了!”言次，他微叹。 



        我连忙说：“否，这在我并不是牺牲!我晚上举着火炬，

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几多好男子，轻侮

别离，弄潮破浪，狎习了海上的腥风，驱使着如意的桅帆，

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在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之顷，他们却蹙

眉低首，捧盘屏息，凝注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一点

是警觉，是慰安，是导引，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 

        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忽忽地起了回忆。 

        “清明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

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

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 



        “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我不断地得着世外的消息，和

家人朋友的书函，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使我们永驻在
‘的的如水’的情谊之中。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我可写作，
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 

        父亲笑说：“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而你的幻象，

也未免过于美丽。倘若病起来，海水拍天之间，你可怎么
办？” 

        我也笑道：“这个容易——一时虑不到这些!” 

        父亲道：“病只关你一身，误了燃灯，却是关于众生的
光明……” 

        我连忙说：“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 



        父亲看我一笑，笑我词支，说：“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

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你须鸣枪，你须放

艇……” 

        我郑重地说：“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为着自己，

为着众生，我都愿学!” 

        父亲无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儿，是我的好儿子!” 

        我走近一步，说：“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东南沿海一

带，爹爹总可为力？” 

        父亲看着我说：“或者……但你为何说得这般的郑重？” 

        我肃然道：“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 



        我木然勉强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

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 

        我不言语。坐了一会，便掀开帘子出去。 

        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掷，欢

呼声中，偶然有一两支掷到我身上来，我只笑避——实在没

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   

        回到卧室，黑沉沉地歪在床上。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

万一能梦见，也是慰情聊胜无。我一念至诚地要入梦，幻想

中画出环境，暗灰色的波涛，岿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后，禁绝思虑；又十年不

见灯塔，我心不乱。 

        这半个月来，海上瞥见了六七次，过眼时只悄然微叹。

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我竞

极奋迅地起了悲哀! 

        丝雨蒙蒙里，我走上最高层，倚着船阑，忽然见天幕

下，四塞的雾点之中，夹岸两嶂淡墨画成似的岛山上，各

有一点星光闪烁—— 



        船身微微地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地在两旁

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

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

开始策策③而动! 

        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

凭吟啸的海风，带这两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

下——   

        从兹了结！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

永不作灯塔的梦。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

冀的，永古无悲哀! 



        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

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愿海水向他长绿，愿海山向他长

青!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冠的帝王，只对他们。

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平洋舟中。 

    （选自《冰心散文》，有改动） 

         【注】①本文是冰心《往事（二）》中的第八篇。②

中边：内外，表里。③策策：悲戚的样子。 



题型1 筛选和概括文中重要信息 

        题型特点：“筛选”就是根据题干要求搜寻、辨别、提

取文中信息，根据上下文联系、主旨进行判断；“概括”就

是对筛选的信息进行转换、归纳、组合成符合题干要求的答

案。 

        例1 “我”认为看守灯塔是“最有诗意的生活”，其理

由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可以欣赏海上美景，感悟自然的不变

与永久。 

      （2）可以与暂离的亲友书函沟通，更能感受彼此的

深切情谊。 

      （3）可以静静地读书写作，享受文化上与世界相通

的乐趣。 



题型2 分析作品结构，把握文章感情脉络 

        题型特点：要求理解分析文章内部的组织和构造。它

包括线索、顺序、层次、段落等，文章感情脉络即文章展

开时的情感变化。做这类题，应抓住文章主旨，把握文中

关键词、句等。 

        例2 文章前一部分回忆往事，请用简明的语言梳理这

段往事中“我”的感情发展脉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紧张、期待→兴奋憧憬、坚定执著→失望无奈。 



题型3 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 

         题型特点：要求理解句子在文中的语境义，并能分析句

子所包含的作者的观点、爱憎情感、结构作用、主旨点晴等

作用。 

         例3 “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

人生宽广得很!”父亲的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作简要

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深化文意。强调青年人需要理性对

待理想。 

       （2）为后文作铺垫。启发“我”的思考，是后文

写“我”的情感变化的铺垫。 

      （3）凸显父亲形象。显示出父亲的理性、睿智与

慈爱。 



题型4 鉴赏评价探究 

         题型特点：主要考查以下方面，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

作者的观点态度；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解读。 

         例4 结合作品，对下面两个问题进行探究。 

       （1）文章后一部分，作者写“我”在海上望见灯塔，

其用意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①交代“我”回忆往事的缘由。 ②将
往事与现实贯穿起来，展现“我”的成长过程。 ③引发

“我”对灯台守的颂扬与羡慕之情，进而表达“我”对
“为着众生”的奉献者的赞美。 



        （2）文章结尾部分写“我”决心“从兹了结!拈得

起，放得下，愿不再为灯塔动心，也永不作灯塔的梦”，

“我”是否“放得下”？请谈谈你的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示例1）“我”放得下。“我”与父亲谈话

后，对当灯台守的理想已“禁绝思虑”；海上望见灯塔后，

决定不再执着于无法实现的理想。这说明“我”已与往日

当灯台守的理想彻底告别。 

        （示例2）“我”放不下。海上望见灯塔后，“我”回

忆往事，心中产生了理想没有实现的悲哀；文末“我”对

灯台守致以无上的颂扬与羡慕。这都说明“我”内心其实

放不下当灯台守的理想。 



        （示例3）“我”理智上放得下，情感上却放不下。

“我”认识到当灯台守的理想是不现实的；但在海上望见

灯塔后，“我”为理想未能实现感到悲哀，这表明年轻时

的理想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示例4）“我”会慢慢放下。随着年龄的增长，阅

历的丰富，“我”会更深刻地理解父亲的教导，对理想的

认识会逐渐成熟、理性，在今后宽广的人生道路上，用其

他方式继续追寻心中“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的理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