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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1. 

     4–5 级答案应：认识散文的主要文体特征；指出所讨论作品的意义指向；分析作者的 

思想如何作为结构主线贯穿整个作品的始终。 
 

     6–7   级答案还应：更深入地分析讨论作品主题思想之发展脉络与作品结构的契合；

分析不同作家围绕主题来组织材料的努力如何影响读者的阅读。 
 

 

2. 

 

4–5  级答案应：通过对具体例子的分析，指出个人性是散文作品富于生活气息，生动 

感人的原因，而公众性又提高其境界，使其情与理的分量更为丰富厚重。 
 

6–7 级答案还应：所选具体例子适当准确，并包括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别；对例子的分 

析详尽深入；答案还应该能指出中国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 
 

 

 

诗歌 
 

3. 

 

4–5 级答案应：认识诗歌各种感性外部形式的性能；分析这些性能如何在所引诗作中 

得到有效的发挥。 
 

6–7 级答案还应：对诗歌外部形式，尤其是像节奏、韵律这些较难掌握的诗歌话语因 

素的分析应超出泛泛之谈的水平，达到一定的深度：譬如，能更深入具体地解释诗人对音声

效果的熟练运用如何突出与加强情感运动的力度。 
 

 

4. 

 

4–5 级答案应：找出作品中所隐藏的“情”与“意”和它们的对应意象，并讨论二者 

之间的关系。分析通过意象传达意图较之于直接言说议论的长处。 
 

6–7 级答案还应：更深入讨论诗人如何成功地使形象成为意义的载体；深入分析感性 

意象的暗示启发能力，以及诗人在处理意象时经常使用的比喻、象征、拟人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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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5. 

 

4–5    级答案应：通过对具体例子的分析，说明戏剧由于受舞台表演时间、空间的

限制，在再现生活时所包括的事件的线条不能太多，事件发生的时间要尽量缩短，或只从

“时间流”中有选择地截取某些有特殊意义的片断。 
 

6–7 级答案还应：进一步分析作者如何选取有意义的时间片断来表现尽可能丰富的戏 

剧内容；如何利用场次与幕的安排来最有效地配合戏剧时间的“剪接”跟组织。 
 

 

6. 

 

4–5 级答案应：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认识到戏剧中的人物独白是揭示人物内心活 

动，展示性格的重要手段；分析作者在使用人物独白时常用的方法及所取得的效果。 

 

    6–7 级答案还应：对如上问题的分析应更充分具体；能进一步分析人物独白的几种不 

同方式及其具体功用；指出这些不同的独白方式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长篇小说 
 

7. 

 

4–5 级答案应：以具体作品为例，点出小说人物形象刻画上的几个不同类型，并分析 

其特点；分析人物形象刻画上的不同方法各自的长处与可能的局限，以及其在实现作品意图

上所起的不同作用。 
 

6–7 级答案还应：更深入地分析人物形象刻画的不同类型在读者对人物以及整个作品 

的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方法的长处与可能的局限作进一步评论，并

提出个人的看法。 
 

 

8. 

 

4–5 级答案应：以具体作品为例，讨论各种“逆时序”叙事方法的使用如何造成不同 

的效果；讨论各种“逆时序”叙事方法如何有效地为情节的交待和人物的展示服务。 
 

6–7 级答案还应：更深入地讨论各种“逆时序”叙事方法的使用；指出“逆时序”叙 

述并非只是对情节或故事时间进行简单重组；说明对时序作出的刻意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取得

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或是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作新的阐释，或是对事件的意义作暗示性的评

论，或是企图影响读者对事件的理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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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 
 

9. 

 

4–5 级答案应：举出背景交代与环境描写中的具体例子，分析讨论细节在故事情节发 

展及人物刻画方面所起的作用；分析比较不同作者对这些细节的处理方式；讨论作者对细节

的处理如何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6–7  级答案还应：能更深入分析背景交代与环境描写中的细节所蕴涵的意义；更深入 

地分析作者在这些细节上的用心与安排——诸如象征、以小见大、对比、主调的反复再现， 

暗示等等——如何引导读者的阅读理解。 
 

 

10. 

 

4–5 级答案应：指出短篇小说的主要体裁特点，如情节单纯，主题集中，选取的生活 

素材多带特殊意义，等等；分析讨论由于具有这些特点，短篇小说在简洁迅速地反映事物本

质上的长处。 

 

6–7  级答案还应：更深入地分析短篇小说在情节的展开和主题的揭示方面的特点；分 

析讨论短篇小说的外部形式对内容的表现所起的作用：比如，特别简洁精炼的语言，象征， 

对比，重复等手法的更系统的运用可以取得的效果，紧凑的整体结构，有特别意味的开头和 

结尾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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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题  
 

11. 

 

4–5 级答案应：通过对作品的讨论，分析文学作品如何以具体感性的经验的传达来唤 

起读者的共鸣，从而使读者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体认到作品的思想意义。 
 

6–7 级答案还应：对如上问题的分析更充分更详尽；所举事例典型恰当，特别能说明 

问题。 
 

 

12. 

 

4–5 级答案应：讨论带有特殊含义的意象的多次重复的意义，分析这种“有意义的重 

复”如何帮助作者强调作品的主题。 
 

6–7 级答案还应：在作如上分析讨论时更具体，更深入；能讨论作者在运用“有意义 

的重复”这一手法上的特点及取得的效果；所选例子贴切，特别能说明问题。 
 

 

13. 

 

 对这个相对较宽泛问题的回答并不须面面俱到。考生完全可以就其对文学某方面的因

素的特质所赋予作品的超越时间的感染力的详细考察来作答。 
 

4–5 级答案应：举出文学作品超越时间的感染力的具体例子；指出赋予作品这种感染 

力的究竟是文学在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哪些因素；分析这些因素之所以能令文学作品感人的特

质。分析文学作品超越时间的感染力的具体内容，比如（但不局限于这些）：如深具本质特

征却又具体生动的真，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却又新鲜的美感，直接诚挚的感性震撼力，等等。 
 

6–7 级答案还应：在作如上分析讨论时更具体，更深入。所选例子贴切，特别能说明 

问题。 
 

 

14. 

  

4–5 级答案应：以具体作品为例，讨论象征的运用如何帮助作者突出作品主题；分析 

作者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有什么特点，取得了什么特殊的效果。 
 

 6–7 级答案还应：对如上问题的分析讨论更充分具体，对作者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的 

特点的分析能达到一定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