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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古代诗歌鉴赏题以立德
树人、文化自信为命题的基本导向，
积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作
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2021年和
2022年的新高考语文Ⅰ卷分别选用了
唐代诗人杨巨源的《寄江州白司马》
和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词《醉落魄·
人日南山约应提刑懋之》。古代诗歌
阅读一共命制了两道试题，一道客观
题3分，一道主观题6分。

准确理解文本和题目要求

考生解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
手。

通读诗歌，把握全文。高考语文
诗歌鉴赏以读懂文本为核心。只有在
读懂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命题人的真
实意图，发现考查的知识点，精准作
答。阅读古诗不能仅停留在字面上，
还应该深入挖掘，读懂其隐藏的含义，
理解诗词的“言外之意、画外之情”。
考生要根据诗歌的体裁、题材，撷取题
目中的关键词、核心词作为切入点。

“读标题法”是一种常见的方法，标题
往往揭示了写作的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背景、主旨及作者的情感等，包
含了很多有效信息。只有在读懂的基
础上，才能答好。如 《寄江州白司
马》，从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首好
友之间的劝慰诗，仔细阅读推敲后，
会发现颔联使用了倒装句式，如果考
生将“湓浦曾闻似衣带”转换为“曾
闻湓浦似衣带”，就好理解了，这句
话的意思是“我曾经听说湓江的河道
似衣带一般交错”。

甄别选项，学会排除。诗言志，
歌咏情。诗歌表达的思想情感，往往
是诗歌的核心。考生在阅读过程中，
要找准诗人热爱生活的关键词，发现

“提示点”，以此作为理解的突破口，
为进一步理解文本做好铺垫。在答题
分析时要突出核心词、关键点，做到
有的放矢。考生应以这样的方式与命
题者和文本达成理解上的默契，不要
与命题者和作者“隔空对话”，想当
然地“无中生有”去作答。诗歌鉴赏

选择项的设置是有讲究的，需要把握
规律。客观题往往按照诗歌内容的先
后，逐步设题。考生应找准对应的诗
句，从语言、形象、手法、情感的角
度进行分析。如2022年新高考语文
Ⅰ卷的第15题选用南宋魏了翁的词
《醉落魄·人日南山约应提刑懋之》，考
查考生理解和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选项A以“人情苦向南山觅”中的“苦”
字设置陷阱，其实此处的“苦”为“竭
力、尽力”之意，含有执着追求的意
味，并不是困难之意。若考生理解错
误，会得出“但因年老体弱，感到此
行会比较困难”的结论。命题者就是
借助文中的“苦”“翁”“扶掖”等词
语给考生设置干扰。

读懂要求，精准作答。做诗歌鉴
赏类客观题，要看清题目是要求选择

“最恰当”的选项，还是选择错误的
选项。诗词鉴赏题的提示是考生答题
时的重要“桥梁”，考生要重视“提
示”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以
读懂文本要求为核心，在此基础上组
织答案，做到回答“精准”。这类题
目往往是从“理解”“分析”“鉴赏”
的角度设题，考生作答也要紧紧扣住
这三方面组织答案。如2022年新高
考语文Ⅰ卷的第16题：

词人在下阕发表议论，指出如果
懂得做人的道理，每天都是人日。词
中谈到哪些做人的道理？要求结合内
容简要分析。

根据评分标准，本题应从两个方
面作答，第一要回答“哪些做人的道
理”，考生如回答出重视“亲情”“天
伦之乐”“家庭伦理”“家庭关爱”等
词，都符合要求，如果只答出“开
心”“满足”“亲情”“快乐”等词，
没有突出“家庭”则不能得满分；第
二要“结合内容简要分析”，考生必
须扣紧文本中每个人在各个行业需要

“各守本分”“努力工作”“各司其
职”“敬业”“乐业”等关键词作答，
然后结合题设“如果懂得做人的道
理，每天都是人日”进行分析。如果
答案的核心词没有突出“各个行业”
则不能得满分。考生若脱离诗歌的内
容，只是空讲道理，空发议论，仅仅

围绕“感恩”“乐观”“关爱后辈”
“知足常乐”等作答，则背离了作者
所要表达的主旨。

诗歌鉴赏题复习备考有章可循

尽管古代诗歌鉴赏题的备考非一
日之功，但还是有章可循的，这需要
我们在复习备考中注意以下两点。

夯实基础，回归教材。古代诗歌
鉴赏的复习备考，离不开考生知识的
积累。课程标准附录《古诗文背诵推
荐篇目》 罗列的篇目应烂熟于心，

“得法于课内，受益于课外”。教师
在平时的复习备考中，要引导学生
学会分类整理归纳，积累古代诗歌
常用的知识，培养诗歌鉴赏的基本
能力。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指导：如古代诗歌常见的景物意
象——梧桐表伤感、杨柳表离别、阳
关表别离、菊花表高洁等；古代诗歌
中常见的典故——庄生梦蝶、望帝啼
鹃、周公吐哺、勾践破吴、塞上长
城、黍离之悲等；诗歌鉴赏的备考要
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建立诗歌“板块”，如边塞
诗、送别诗、怀古诗、闺怨诗、借景
抒情诗、托物言志诗等，分专题进
行；还可以对教材中的诗歌进行整
合，将历年的高考真题进行分类归
纳，以此提升学生阅读水平，理解能
力和知识的牵引能力。

研究真题，把握规律。教师要引
导学生把握高考诗歌鉴赏命题的基本
规律，形成属于自己的答题技巧，比
如“送别诗”“山水田园诗”“羁旅
诗”等不同题材的诗歌该如何分析，

“形象类”“情感类”“表达技巧类”
“表现手法”等方面的题目该如何解
答，等等。学生要养成良好的答题习
惯。解答诗歌鉴赏题需要经验的积
累，平时适当进行一定的诗歌鉴赏类
题目的训练，有助于提高考试现场的
解题能力。

（作者单位分别系武汉工程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古代诗歌鉴赏题如何作答
黎立夏 许胜利

以评价引导教学是高考的核心功
能之一，近年来的历史高考试卷鲜明
地体现了这一指向。下面以一道高考
试题为例作简要分析。

明确考查方向，找准
“以评促教”的着力点

2022年全国乙卷文综第42题，
以东汉几位良吏治理虎患的事迹为史
料，要求从中找寻历史现象，得出历
史认识，感悟史学魅力。原题如下：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
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
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史书所载东
汉时期几位良吏的事迹。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
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
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
述清晰。）

此题突出考查历史解释核心素
养。试题要求学生从历史表象中发现
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
出解释，在辨析材料真伪、判断信息
价值的基础上，依据既有史实给出自
己的看法。历史教材上并无虎患的相
关知识，对于学生而言，这是完全陌
生的情境，需要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完成相关问题。
可见，该题考查的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核心素养水平划分中的“历史
解释”素养水平4，即“在独立探究历史问题时，
能够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验证以往的
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

运用试题信息，依托学科思维实
现问题解决

面对试题中的陌生情境，学生需要调动相关的
学科知识，运用学科方法，开展独立探究。

首先，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口。试题所选的史
料包含虎患的成因和治理的措施。措施以成因为
先，阅读中应思考：虎患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一般
而言，历史上虎患的出现，既有自然因素，也有政
治因素，更与人类活动有关。有的是受自然灾害影
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造成虎与人争食；有的是
王朝更替之时，战乱导致土地荒芜，因而虎占人
地；还有的是人类开垦山林，引发人虎冲突。虎与
人类有着各自的生存空间，治理虎患应从人虎和谐
共处入手。

其次，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要通过阅读材
料知晓，东汉虎患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东汉良吏是
如何治理虎患的。史料把虎患的成因归结为“多
虎”“赏募张捕”，即老虎的自然繁殖、官吏的不当处
置。良吏治理虎患的措施包括“修德政”“至化”“恩
信”“仁及飞（禽）走（兽）”“选进儒良”“唯人为贵”等，
即改善社会治理，促进人虎和谐共处。但材料中的
某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比如“虎悉
出界去”“虎皆渡江而去”“垂头服罪”“号呼称冤”“状
如震惧”“视恢鸣吼”等。

再其次，建立相关信息与所学知识之间的联
系。改善社会治理的举措，体现了孔子“以德治民”、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这些都属于中学历史教
材的主干知识。孔子曾提出“苛政猛于虎”的观点，
后世儒家把老虎与暴政联系起来。西汉中期以后，

“天人感应”思想与灾异祥瑞论盛行，人们把老虎伤
害人畜的行为视为治理不善的表现，把“虎不为患”
作为评价地方官吏的重要因素。而捕虎加剧人虎冲
突，这不仅会加重百姓负担，影响作为国之根本的农
业生产活动，扰乱百姓的日常生活，还威胁民众的生
命安全，有悖于儒家爱惜民力的思想。

最后，辨析史料中的历史解释与价值判断。学
生需思考：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吗？史书为何这样记
载？其实，故事“不真实”，并不能说明历史“不
真实”。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良吏治虎的故事不仅
为东汉人所传颂，在《后汉书》作者范晔所处的南
北朝仍然被传扬。由于儒家思想影响力巨大，导致
在褒崇良吏时，逐渐形成“良吏—德政—猛虎渡
河”的叙述模式。

范晔的父祖都是大儒，其儒学素养渊源深厚。
作为一个有政治追求的官员，他于仕途不顺之际开
始撰写史书，因此《后汉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态。南朝的刘
宋王朝仁德之政缺失，范晔企图
通过历史叙述来影射现实。北京
大学钱乘旦教授指出，史学家撰
写历史，是在鉴别与梳理过去留
下的“碎片”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立场、经历、社会背景、所受
教育等，都会影响其判断。尤其
是，时代为史学家提供了著述的
平台，让其提出问题、寻找结
论，并赋予其某些特定的思维范
式甚至价值标准。这道题要求学
生“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
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的魅力。

改进日常教学，培育
学生历史解释素养

历史学本质上属于历史解释
学。历史核心素养体系中，历史
解释居于核心地位。正确的历史
解释既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
也离不开时空观念、史料实证、
家国情怀的有力支撑。从这道题
可以看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对于同一现象的叙述存在差异；
不同时期，对于同一事件的解释
也会存在不同。教师在教学中不
能仅局限于简单的史实介绍、结
论传递，应高度重视学生历史解
释素养的培育，并且按照课程标
准的水平划分，采取循序渐进的
思路，由较低水平开始，逐步过
渡到较高水平。

“历史解释”素养水平1要求
学生能够对所学内容中的历史结
论加以分析；水平2要求学生能够
尝试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现实问
题；水平3要求学生尝试从来源、
性质和目的等多方面，说明导致
这些不同解释的原因并加以评
析；作为“历史解释”素养最高
层次的水平4，要求学生能够尽可
能多地搜集史料，从中获取有效
信息，并在辨析真伪及其价值的
基础上，尝试验证他人的解释或
提出自己的解释。

考查“历史解释”素养的许
多高考历史试题，均创设了陌生
的情境。比如2020年全国Ⅱ卷文
综的第41题，要求概括清代治理
永定河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新
中国成立后治理海河的特点及其
意义。2021年全国甲卷文综第42

题，要求标出明代卫所集中分布的区域，并说明如
此分布的理由。类似试题重在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旨在引导历史教学不
囿于具体史实，而是以史实为基、以能力为锚、以
素养为本。我们必须认识到，漫无边际的史实补充
是无济于事的，课标和教材中的本体知识，对于解
决陌生情境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某些具有特别内涵的本体知识，往往被作为“非
重点史实”而忽略。例如，“十六国”大多为内迁少数
民族所建，它们都采用了中原模式的国号、年号，学
习汉族的典章制度。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反映了
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对中原文化及政治的认
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族源认同是分不开的，他
们普遍认为，自己与中原华夏（或汉人）同源共祖。
以“夏”为国号，因其把大禹当祖先；以“燕”为国号，
因其把周人当祖先。而“三个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些本体知识虽被当作重点史实，但我们对其
价值挖掘不够。例如，红军长征初期的路线近乎直
线，而遵义会议后的线路迂回曲折，这体现了遵义
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指定
的几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
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给革命带来重
大损失。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
中央红军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实行
灵活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并根
据情况不断变换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目的
地，选择落脚点。这充分说明，遵义会议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以本体知识为依托，引导学生对史实进行由表
及里、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有助于提
高学生解决陌生情境问题的能
力。总之，要“以一变应万
变”，即通过提高学生的核心
素养，来适应高考改革中不断
出现的创新试题。这是

“虎患”类试题给我们的
深刻启示。

（作者分别系教育部
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
员、江苏省昆山中学
正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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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试题解析

2022年高考作文命题，有两个突
出特点：一是注重“以文化人”，呼
应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文化
传承与理解”。其中，全国新高考Ⅰ
卷高考作文题以围棋为命题材料，全
国甲卷作文题以《红楼梦》大观园匾
额题名为材料，文化气息浓厚。二是
思辨性强，论述层次增多，对学生思
维的灵活性、深刻性、敏捷性提出了
新的要求。其中第二个特点也是2022
年高考作文命题的新变化，将以往的
一元、二元关系变成了三元关系。

这两个作文题中的“本手、妙
手、俗手”和“移用、借用、独创”，就是
三元关系的体现，包含三个层次的内
涵。新增加“一元”，不是简单的叠加，
不只是增加了一个论述层次，还增加
了复杂性。考生需要对三个层次的关
系作出分析，弄明白它们之间究竟是
对立关系，还是递进关系等。

一元关系只需要在一个层面展开
论述，如论述“人要有好奇心”这个

命题，只要论述清楚为什么
人要有好奇心、如何保持好
奇心等就可以，不用涉及其
它论题的比较、辨析。

二元关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二
者之间是辩证对立的，如2021年新
高考Ⅰ卷作文题：

1917 年 4 月，毛泽东在 《新青
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中
论及“体育之效”时指出：人的身体
会天天变化。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
可以聪。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
使是至强者，最终也许会转为至弱；
而弱者如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
能，久之也会变而为强。因此，“生
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
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
至于强，未可知也”。

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请结合
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
考。

这道作文题要求写出“强”和
“弱”的关系，需要考生辨析强弱如
何转化、相互转化的条件原因是什
么，如何由弱变强，又如何守强补
弱。

三元关系的命题，增加了思维含
量，需要考生综合考虑三个概念之间
的复杂层次关系，对写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三元关系中，三个层次互相
对立，如“移用、借用、独创”中，
创造是需要肯定的，移用、借用相对
创造而言是需要批判的，而借用和移
用之间，借用是最不可取的做法。

三元关系包含三个概念层次，这
也是谋篇布局的结构解析。假设三种

关系用A、B、C代替，考生具体写
作时需要论证A与B的关系、B与C
的关系以及A、B、C三者的相互关
系，然后结合现实，澄清错误认识，
指明正确的做法，最后得出结论。

下面笔者以2022年全国新高考
Ⅰ卷为例，就围棋“本手、妙手、俗
手”的关系论证作出示范。

1.引出中心论点：棋有本手、妙手、
俗手之分，人生亦然。只有抓住根本，
打好基础，才能达到人生妙境。

2.对两个概念下定义：何谓本
手？何谓妙手？“本”为根本、通
法，是规律。“妙”为奇招、奇法，
是规律的突破，是创新的成功尝试。

3.本手对妙手的作用：有本才会
有道，即妙手。反之，缺少本手的积
累，就失去了对规律的把握，终会成
为镜花水月。

4.妙手和俗手的关系：人生的提
升、社会的进步，都需要从量变到质
变。没有蜕变，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徘徊，那就下成了俗手。

5.三者的辩证关系：本手须在看
似机械的步骤中总结、提升，在逐渐
完美中达到妙境，而非机械地简单重
复。

6.联系现实：有的人不想打好基
础，想一下子达到妙手之境。如探求
种种商业赚钱秘籍、人生的各种捷
径，都是忽视了本手的问题。

7.结论：本手与妙手的问题启示
我们，人生就要在顺应规律中打好基
础，在长期的实践中寻求规律的突
破，然后顺应新规律，再寻求突破，
如此反复，不断提升人生的价值。

三元关系的作文命题对考生的思
维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考生对
三者关系认真辨析，逐一理清不同层
次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谋篇布局，
设计结构，这样写起来才能条理清
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
区蒋垛中学）

怎样写怎样写好三元关系的议论文
殷伟荣

姓名

刘陵

法雄

刘平

童恢

任职地

安成
（今属
江西）

南郡
（今属
湖北）

全椒
（今属
安徽）

不其
（今属
山东）

事迹

先时多虎，百姓患之，皆
徙他县。陵之官，修德
政，逾月，虎悉出界去，民
皆还之。

（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
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
众。雄乃移书属县曰：

“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
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
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
信宽泽，仁及飞（禽）走
（兽）……其毁坏槛阱，不
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
稍息，人以获安。

县多虎为害，平到修政，
选进儒良，黜贪残，视事
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
之，生获二虎。恢闻而
出，咒虎曰：“天生万物，
唯人为贵……汝若是杀
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
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
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
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
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
人为之歌颂。

视觉中国 供图

——据《后汉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