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 高考全国卷 １ 文言文试题研究

洪华南

摘 要:文言文试题是高考中从未删减过的部分,分值约在 ２０ 分左右,大概占了高考语文总分值的 １ ２％,这已经是一个很
高的分值了.今年的文言文试题依旧出自二十四史的《宋史·谢弘微传》,题型可谓延续了以往的人物传记的套路,本文从出题
依据、考点分析、题型题量等方面分析了 ２０ １ ７ 全国卷一的文言文试题,期望能够对将来的高考题型做出一些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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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高考都被誉为是全国最公平、最严谨的考试,
它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其中语文学科作为我国的基础
学科又是占分比极大.为了让高三的学生不辜负自己的十
年寒窗,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收获到硕果累累,老
师对于高考题型题目的研究始终不曾停歇.现在我们将

２０ １ ７ 全国卷一作为分析对象,对于文言文这方面进行研究,
期望能够为将来高考的考生们提供一些经验和解题思路.
一、高考文言文出题依据

高考文言文的出题依据有三个方面:考试大纲及说明、
课程标准和语文课本.

首先,考试大纲及说明规定了高考的命题类型,让整个
命题内容更为科学严谨.不会出现命题随意,让考生和老师
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也同样是为出卷之后公众的评价做了
一层保障.

其次,课程标准是高考最首要的出题依据.高考究其目
的是为了测试考生们能力,通过一纸试卷体现出来,进行残
酷的优胜劣汰的筛选.这些都是在一个严格的标准下执行
的,它规定了一个高中毕业生理应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应该到
什么程度,命题人的职责就是通过题目来真实地体现学生的
能力,太高或太低都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命题.

最后,命题不能够脱离于最基础的课本.我们每天上课
教授的都是来自于课本的最经典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课文,文
言文更是经过精挑细选知识点覆盖面广的内容.无论是字、
词的运用和解释,文言文的类型,出自哪里,语句的翻译等等
都能够作为高考命题的参考对象,而且今年的文言文考察的
知识点几乎都能够从书本上找到,因此语文书本可以称为是
知识点的汇集之处,紧抓书本并不是一句无用之话.
二、２０１７ 全国卷一文言文题型题量分析

首先,全国卷一文言文的类型是人物传记,这一点也符
合一直以来命题的主流.据以往试卷来看“二十四史”里的
人物和事物的传记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又以人物传记更为
受命题老师的欢迎.原因在于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阅读
浅易的文言文”即可,人物传记恰好能够满足这一标准,它多
以人物经历过的事件为书写重点,人物单一、情节简单,通常
还添加了作者的主观情感,这就降低了命题的难度,而且目
标性也很明确.再加上人物传记一般都是通过描写人物的
经历来体现某种高尚的品格,这也能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体现语文学科的思想教育性.因此,“二十四史”中的
人物传记依旧会是今后出题的首要选择.

其次,这次考试考了三个选择题和两个翻译题,也与以
往的题型类似,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变化.选择题中多考
察学生的文言实词、虚词的理解,断句和文章整体的理解,简
而言之就是有没有读懂文章.而翻译则是考验学生能不能
够分析出特殊句式的用法等等,与往年出卷的题型相比可得
出题型一般都会是有选择题和翻译题组成,且分数的赋值变
化也很小这是值得庆幸的地方.

最后题目的数量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因为它的分值
基本已经固定在 ２０ 分上下,由三道选择题和两道翻译题的
形式出现,最多也就是在翻译或者选择上多一题少一题的区

别,除非提前有过声明会进行重大的改革创新,否则这一方
面并不需要过多的阐述.
三、２０１７ 全国卷一文言文考点分析

先来分析选择题,第一题它考察了学生文言断句的能
力,这需要学生大量的文言文阅读来培养自己的语感,在理
解文章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语感加上句式固定的主谓宾形
式,就应该能够准确地选出正确的答案,相对来说这一考点
并没有什么特别技巧性的东西,需要的只是大量的练习和强
大的语感.一切来源于四个字“熟能生巧”.

接着第二题它考验了学生翻译文言实虚词的能力“以字
行”、“姻亲”、“母忧”和“私禄”四个词中选出不正确的一项,
答案是姻亲,正确翻译是以婚姻关系为中介产生的亲属,而
它给的答案中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后半部分的解释画蛇添足
了.由此可见现今文言文的考验已经越来越细致,它并不会
给你一个完全错误的解释,而是在正确的解释之前或之后添
上两三笔,这就需要学生认真审题,真正意义上理解考核的
文言实词的用法,不能够被正确答案虚虚实实的现象所迷
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题目难度的增加,对于考生
的要求也是一种提高.

然后第三题是考核学生对全文的理解,这变相的等于四
句翻译题,需要学生对于全文的理解,特别是一些虚词的用
法上要尤其当心.试题的正确选项 B 中首先它读起来就不
是很通顺,最后的称为微子主语应该是弘微,但是它的表述
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学生要通读全文在大致理解的基础上
有把握地审题、结题.

相比于历届的翻译,今年的翻译题并没有特殊句式或者
特殊词语的考察,总体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仅仅只是按词翻
译即可,想要得到高分就看考生平时的文言文积累如何,并
没有捷径可走.

总而言之,高考文言文有了那么多年的试题作为参考,
我们大致已经摸清了它的考察范围,无非就是文言实词、虚
词、特殊句式、断句、翻译、全文概括等等之类的题型,形式上
已经不能够做出多少变化,所以未来出题的走向只会向细节
处发展,由这次文言文的选择题能够窥探出它更需要学生细
心审题,认真思考,静下心来解题.当然,最基础的文言文基
本功也不能够忽视,在有着深厚文言文功底的情况下,再怎
么复杂的题目终归是能够解决,期望将来的考生都能够交上
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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