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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指导 /教育周刊

! ! ! !对于高三同学来说，语文是一门很纠结
的课程。不像数学，提分快，尤其是在后期冲
刺阶段，效果显著。久而久之，同学们形成一
种“偏见”：在语文上下工夫就等于浪费时
间。那么，真的是如此吗？今天，我以一个“过
来人”的身份，来讲讲如何以文言文阅读为
突破口，实现语文在高考战役中的完美收
官。

高考阅读占大头分数，分为两种题型：
现代文阅读和文言文阅读。其中，文言文阅
读能力的提升在短期就可以实现。因为现代
文阅读是为了考核学生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但文言文同时还涉及记忆力、语言组织能力
的考察。这样一来，对阅读和理解能力的要
求在无形中就降低了，而记忆力和语言组织
能力通过练习能够快速提升。

了解选文的大致内容是做此类题型的
第一步。我建议可以快速定位到最后一道题
目，往往这个题目考察的是对选文文义的概
括，虽然其中有一项错误选项，但可以从其
他正确选项中侧面把握到命题人对文义的
理解。

做文言文阅读不能盲目去读，在读之前
一定要做好这样的问题暗示：何人、何地、做
了何事、结果如何、为何？这样以“事件”为依
据对文章进行分层剖析，能够正确理清文章
思路。

抓住了事件的基本五要素后，剩下的就
是细节阅读了。在此我们就会遇到读不懂的
字词。这里你不必着急，更不能“死磕”。你需
要做的是先把它们标记出来，然后针对性地
去各个击破。如果你遇到的是实词，那你要
清楚，命题人不完全在考你是否记得实词的

意思，更主要的是在考你对上下文的推理能
力。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句子
翻译出来，把难以确定意思的词语空置，然
后选择你认为逻辑上最合适的词语填进去。
另外，还可以从语法搭配、语境暗示、句子结
构等方面推定和理解实词的意思。如果你遇
到的是虚词，首先翻译出每组学过句子中的
虚词，再将这个意思套用到另一句中，推断
出虚词用法是否相同。当然，具体辨析是建
立在已经掌握 !" 个虚词基本用法之上，之
后可以运用五点意识法，分别是虚实意识、
结构意识、句位意识、呼应意识、语气意识。

至于文言文最后一道翻译题型，我的建
议是分步进行，步步为营。第一步，找到译句
在原文中的位置，联系上下句仔细审读，揣
摩这段的含义，明确翻译的方向和范围。第
二步，一定要明确句子的得分点。第三步，翻
译讲究逻辑，遇到疑难字眼，暂且放过，待完
成上下文的翻译工作后，再进行推定。译完
全句，还需要再读一遍，做到查漏补缺，防止
误译、漏译和曲译。第四步，以上的三步工作
完成了一个句子的直译。但有译句不仅停留
在逐字逐句地对应翻译。一旦你翻译后的句
子读起来模糊难懂，或者是语言不畅，就说
明你的答案需要完善，你就要试着运用留
取、替换、删除、填补、调整、压缩的方法，实
现意译的效果。至此，你的翻译任务就圆满
完成了。

其实，不管是文言文阅读还是现代文阅
读，抑或是作文，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最重
要。但是，如同事物都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系统化的“方法论”一定是来自大量
的练习和总结，这是一切秘诀、捷径的本质。
另外，我呼吁大家可以摒弃“偏见”，本着“科
科平等”的精神认真备战，定能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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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思维与表达的载体，写作是作者思想情感和
写作技巧的综合体现。相比较而言，议论文以理服人，重
思想的开掘；记叙文以情感人，凸显的是表达技巧。一般
而言，当中学生对记叙文的文体特点和写作的基本要求，
如情节合理，详略得当，伏笔照应，铺垫升华等多种表达
手法综合运用有所掌握之后，记叙文写作升格就成了“瓶
颈”。怎样才能突破这瓶颈的限制，提升记叙文的写作水
平呢？下面介绍三种具体的写作方法，简称为“三化”。

! ! ! !写作时，我们脑子里总有个想
要表现的、最能代表主旨的概念，这
个概念称作“虚”。“实”就是把想要
表现的概念，描绘成一个形象，把概
念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要
表现“课堂的安静”，大多数同学可
能会这样写：“上课时同学们都专心
听讲，教室里安静极了，除了老师的
讲课声，其他任何声响都没有。”可
是，“安静”还是一个概念，如写成：
“只听见飒飒飒记笔记的声音#还

有沙沙的翻书声。老师讲话的声音虽
然不大，但是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窗外传来两声鸟鸣，有个同学不小心
把铅笔盒碰掉在地上，‘哗啦’一声，
大家很吃惊地回过头来看着他。”
用“以声衬静”手法把“静”变成了

形象的画面，不着一个“静”字，让读者
得出“静”的结论，给人印象深刻。

再比如，都市人最熟悉的挤公
交车，要表现一个特“挤”的场面，怎
么写？“哎呀，挤极了、挤得要命、特

挤”，同学们往往会这么表达。能力
强些的同学可能会用比喻夸张手
法，“都快把我挤成一张相片了”。这
还不够，可这样写：

!公共汽车擦着人群的边缘"驶

了过来"没等到停稳"人们便一起涌

向车门# 于是"青年的潇洒大度$教

授的温文尔雅$姑娘的矜持恬静"便

一齐被抛在那空荡荡的车牌下# 只

有那一个个黑发的头$白发的头$长

发的头$短发的头和戴帽子$包围巾

的头"一样地在车门口攒动#那一双

双白皙的手$粗糙的手$青筋暴露的

手和戴手套的手"一齐向上挥舞着"

努力向前伸%%%企图抓住车门# 此

时"人们之间便无了高低贵贱!也没

有了礼貌谦让& 身体高大的在尽情

发挥高空优势" 身体瘦小的也在巧

妙地利用低层空间''(

这里面没有“挤”字，只把这个
具体的形象描绘出来。这样写能唤
起读者已有的生活经历和体悟，回
忆“挤车”时的喜怒哀乐。这个画面
会长久留在读者的记忆中。

语文高考
先摒弃“偏见”

! ! ! !中国人作画讲隐、讲藏、讲留白。“景愈藏，境
界愈大”。记叙文讲究含蓄隽永，要求把文章的中
心思想融入文章的字句段里面，不要直通通地说
出来，这就是“隐”。这样的文章含蕴有味，能给读
者想象的空间和联想的余地。

在记叙文写作训练中凸显“三化”，能引
导中学生观察生活，思考生活，深入生活，
他们内心的感触、体验、思绪、直觉就会更
真实，更敏锐，更有激情。这种训练也能使
语言文字从粗疏走向细腻，从草率走向精
致。真实的生活、真挚的情感、细腻的文笔
有一种鲜活润泽的美感，极富感染力。
它能使读者从细微之处体味到景中
之情、物中之韵，宁静愉悦的进入审
美之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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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叙文怎么才能以情感人？许
多同学习惯用议论来表现。例如写
《母爱》：“妈妈我爱你，一千倍一万
倍地爱你，假如有下辈子的话，我还
做你的儿子”。这个“情”给人的感觉
总是不自然，有做作之嫌。

若把真情融在文章的字里行
间，“化情为物”，“聚情于形”，通常
有两种表达形式：

一!即事缘情 是作者因“事”动
情，把“情”融化在叙事中。如杨绛先
生的《老王》描写老王临终前把平生
最好的东西“香油”和“鸡蛋”亲自送
给“我”的情景：

!我忙去接# 瓶子里是香油"包裹

里是鸡蛋#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

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 他

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

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

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

直担心他拌楼梯摔倒#

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

回屋才感到抱歉"没

请他坐坐喝口茶

水#可是我害怕得

糊涂了#那直僵僵

的身体好像不能

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

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

这段叙述不着一个情字#但读者
能感受到感激、敬重、挂念、歉疚……

二!融情于景 是作者因“景”
动情后寄情于景，从而使情与景交
融的一种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又称
为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如朱自清
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一
段描写：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

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

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

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 乍看像一团烟

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辨

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

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

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

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

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 但热闹是它

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段文字里，处忧愁之中而向
往喜悦，处喜悦之中而受忧愁的牵
掣。文章借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
绘，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
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
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我们留
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
徘徊前进的心路历程。

化“虚”为“实”
!

化“情”为“物”
"

化“显”为“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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