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5　 　 初中语文教与学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命题研究】

名著原文命题的逻辑理路、考查
指向和优化建议

芦　 淳

　 　 【摘　 要】中考名著的考查,近年来逐渐从考查重点内容转向利用原文考查对文本细节的理解和运用。 尤

其在区域模拟中命题材料直接呈现原文的现象普遍化,有的是单一片段,有的是同一名著不同片段,有的是不

同名著的片段,有的还与其他现代文构成多重文本。 分析中考名著测评运用原文命题的逻辑理路、考查指向,
明晰名著测评与现代文阅读测评的功能分合,有利于名著测评回归文体特质,充分挖掘文本价值,促进名著教

考协同优化。
　 　 【关键词】中考;名著原文命题;“教—学—评”一致

　 　 《2022 年高考语文全国卷试题评析》指出:“试
题材料呼应教材,题干设问、答案设计注意与教材中

的重点内容建立知识链接,增强与教材的关联度。”
中考相较高考更具基础性,各地中考名著试题关联

教材的力度总体上强于高考,如河北省、江苏无锡市

等地从名著进入中考以来就一直选用不短的原文。
加上高中课标对“教—学—评”一致性的追求持续、
深刻地影响着中考,中考名著阅读测评尤其是区域

模拟用原文命题成为主导趋势。
一、逻辑理路:从“考内容”到“用原文考”
考查内容是名著测评的应有之义。 名著的独特

性首先体现于内容的独特性。 由于大规模测试要控

制整体难度,“考察整本书阅读积累的记忆内容不宜

偏、冷。 于是,一部名著中重点记忆的内容就会反复

出现,久而久之,这部名著的阅读自然就被重点记忆

的内容取代” [1],教师摸清终结性考试的出题规律,
不愿意花时间指导阅读原著。 原著作为教材的作用

弱化,学生没有对原著文本进行“积累与梳理”就被

要求机械记忆提要、鉴赏、评论的现象不少。 在平时

教学中,提升阅读量是阅读整本书的重要目标,而整

本书阅读如果较短篇阅读仅为了增加阅读量,学生

也会因为畏难情绪而与教师达成选择性放弃阅读原

著的“同谋”。
现代语文课程中的整本书阅读与古代整本经典

阅读的最大不同是把阅读策略和方法作为教学目

标,而非内容本身。 名著阅读教考要关注内容,但又

不能过分关注内容,以防止投机取巧和追逐细节两

种不良倾向。 在考查静态内容的大前提下,如果只

为了避免追逐细节内容,那么命题范围会停滞不前;
如果只为了避免投机取巧,又可能会产生命题的追

逐细节(如曾经的高考文科附加题一样),导致记忆

负担,也不能引导名著教学良性发展。 在两难中,干
脆给出原文呈现细节反而是另辟蹊径,有利于通过

细读促进深度阅读。 顺着这条理路,各地中考特别

是区域监测越来越倾向用原文命题,命题质量的关

键落在怎样选原文能够实现与现代文测评考查功能

的错位互补[2],以避免其意义的虚化。
所选原文要体现整本书的“整”。 但若想关联同

一名著不同情节,例如整合群像小说中某一人物的

分散经历,势必占用更多篇幅,导致有些命题人不愿

冒险用较长原文,基本上还是在积累与运用版块少

量选取,少则几十字。 但无论如何谨慎,用原文考想

要区别于现代文阅读,就必须体现联读的本质,而联

读作为阅读策略正是考查重点,或内部联读,或外部

比析。 内部联结往往是呈现一个能牵一动万的情

节。 如 2018 年浙江宁波卷引用孙悟空三次离开取

经团队的第一次选段,要求写出他另一次离队的表

现,结合选段说明他的成长变化。 2021、2023 年江苏

苏州卷都引用了较短原文,在题干或注释中提示主

干情节,比直接考查静态的内容前进了一步。 只考

一部名著,单一文段要可见一斑,多则文段要相互

映现。
外部联结是凸显整本书内容整体性的“权宜之

计”:既然无法呈现全貌,那就在比较中凸显总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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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不同名著片段的对比联读,以主题的聚合为常

见。 例如就女性命运这一主题,广东一地区模考就

选取简·爱出走和沈琼枝出走两个片段,要求分析

原因的异同。 2023 年江苏泰州模拟卷以反抗精神为

聚合主题,关联了《骆驼祥子》 《西游记》 《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三部名著。 在相似人物、相似情节、相似

的人物形象及情节、相似的主题、相似的艺术手法五

种勾连方法之外[3],联读题目呈现出两种更加结构

化的关联:互释和文学史结构。 2021 年甘肃兰州中

考卷第 18 题即为互释,2021 年浙江绍兴卷第 10 题

即为文学史结构。[4]

中高考重视语言运用的整体导向也让名著测评

越来越着眼“毛细血管”。 2023 年江苏常熟二模即

选取《骆驼祥子》等三部名著与“月”相关的三则语

段,要求任选一则分析景物描写的作用。 这是顾虑

学生“无话可讲”做出的妥协。 2023 年高考新课标 I
卷语言文字运用Ⅱ的材料首次选用教材内的名著,
其中 21 题甚至考查两处语句中逗号的使用,这是对

单一原文材料命题的鼓励。
二、考查指向:基于整体认识,指向理解运用

积累本身并非教学目的,正如情节本身并非创

作目的。 主要情节、人物故事、微妙细节是整本书尤

其是长篇小说艺术世界的“冰山一角”。 不同情节蕴

含不同主题,情节和主题是一体的,但情节不会直接

述说主题。 呈现原文这一材料选择的变化预示着考

查指向从静态考查内容向动态考查理解运用转变。
相较短篇文学作品,整本书的情节量“多”而质

“杂”。 “故事的复杂情节有其方向与目的连贯性与

一致性,信息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如‘武十回’中,武
松曾‘两受抬举’ ‘两次下狱’ ‘两过十字坡’,还曾

‘两遇’ ‘两打’ ‘两报仇’。 一般来说,重复同一事

件,会造成雷同累赘之感,那么作者为什么还要这样

处理? 如果将前后情节信息之间建立联系,就能领

会作者的意图。” [5]整体认知是整本书阅读要求的核

心能力,情节梳理是整体认识的基础,形象和主旨理

解又建立在整体认知的基础上。 2018 年浙江宁波卷

要求在情节发展中窥见性格发展。 2022 年河南卷较

2018 年宁波卷的人物形象问题更具思辨性:①《西
游记》中的沙僧是一个才能平平的人吗? ②《水浒

传》中的鲁智深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吗? 无独有偶,
江苏苏州 2023 学年第一学期初三阳光测评在情境

创设中包括了对鲁智深整体认知的考查:
周日,小苏去评书馆听评书《水浒传》。 说书人

讲到鲁达“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时,小苏觉

得这个评价欠妥。 你觉得他该如何有理有据 地

反驳?
该题是基于整体认识,又指向情节的运用———

充当论据。 不少地区的中考将整本书阅读试题置于

“积累与运用”板块,但实际上是考查积累过多,考查

内容运用较少,苏州阳光测评中的这道名著题做了

重要尝试。 再进一步,若用原文呈现非典型情节则

更能打破学习者对重点内容的预设。 如选用以下语

段,以考查审美创造的方式考查理解名著后进行转

化的能力:
“我招谁惹谁了?!”祥子带着哭音,说完又坐在

床沿上。
“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儿上了! 人就是得胎

里富,咱们都是底儿上的。 什么也甭再说了!”孙侦

探摇了摇头,似有无限的感慨。 “得了,自当是我委

屈了你,别再磨烦了!”
祥子又想了一会儿
∙∙∙∙∙∙∙∙

,没办法。 他的手哆嗦着,把
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

请合理简述祥子当时“想”了什么。
根据 2022 年版课标,审美创造主要包括审美感

受、审美理解、审美鉴赏、审美欲望、审美表现等几个

环节。 通过对人物心理行为的想象,完善人物形象,
这是审美创造中审美表现的具体落脚点。 该题即是

通过补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形式,引导学生在相应的

叙事语境中,发挥主观想象,通过推理进行审美创

造。 2023 年江苏连云港中考用的《昆虫记》虽然属

于科普文,但也同样考查了审美创造。 这种补写尚

属于比较保险的考查方式,而通过重新设计叙事语

境、情节发展、人物关系,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不仅是

一种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可以成为一种以写促读的

教考方式。 在文学类名著的命题中考查原文和改编

的关系是最近中高考命题的创举:2022 年高考用了

历史小说《江上》的文本,从与历史文本比较的角度

设题。 2023 年浙江宁波中考卷是从“小说改编成剧

本”的角度设计题目,提供了汪曾祺的剧本《儒林外

史(节选)》,多处呈现原文和改编,其中一道小题是:
“联系《儒林外史》和探究资料,结合(乙)处唱词,分
析汪曾祺改编范进形象的意图。”这就把分析和鉴赏

紧密结合,走向创作意图的深层次理解,为运用名著

内容打下基础。
三、教考优化:回归文体特质,深挖内容价值

为促进整本书阅读的真实发生,教考有必要协

同改进。 从考的方面来说,凡是整本书内容有价值

的地方都应有命题价值。 优化原文命题,原则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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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整本书的文体特质,现代文要随文命题,名著也要

“随体命题”。 首先是结构。 作者驾驭长篇作品的功

力集中体现在结构安排上。 整本书的独特性既体现

在内容上,也体现在结构上,两者相互统一。 结构是

作品整体艺术形式的结晶。 细节体现内容的独特

性,细节之间的关系体现结构的独特性。 例如《西游

记》是波浪式结构,一个波澜和另一个波澜在结构上

基本相似,与取经历险的故事性质相统一;《水浒传》
是百川归海式结构,多线并轨,与梁山聚义的故事性

质相统一;《儒林外史》是串珠式结构,与展现文人集

体的时代迷茫的主旨相一致。 可用呈现原文目录等

形式考查名著的结构特点。 如 2022 年甘肃兰州卷:
“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 10 篇文章,相邻篇目的内

容首尾间大多有呼应。 请仿照示例,参考目录,另选

篇目进行分析,来印证这一说法。”还可以比较多部

名著结构,例如《西游记》与《水浒传》的“犯罪—赎

罪”结构比较。 其次是文体。 依据名著的文体性质,
尝试节选相关内容设置组题。 2023 年江苏连云港中

考大胆节选较长篇幅《昆虫记》,聚焦“跟法布尔学

观察”设置组题。 安徽省在 2020 年节选了大阅读篇

幅的《骆驼祥子》设置组题,近几年也继续节选原文,
但篇幅回归 2020 年之前的规模。 模仿该组套题,苏
州工业园区区域模拟命制了以《西游记》第 48 回为

主要内容的备用题,按能力阶梯作如下设置:
1. 在下雪的过程中,不同人物的个性凸显。 请

选择一个人物结合情节进展分析。
2. 一向机智和谨慎的孙悟空似乎在这一难中表

现不佳。 请试着推测原因。
3. 有人说,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雪”一

样,本篇中的“雪”既延缓了情节发展,也推动了情节

发展。 任选一个故事说说“雪”是如何延缓和推动情

节发展的。
4. 妖邪计策的成功主要抓住了唐僧的什么心

理? 你如何评价师徒西游取经的意义?
为避免与现代文阅读考查人物形象的题类重

合,第 1 题凸显的是人物群像,第 2 题是孙悟空形象

的整体性理解,第 3 题是不同名著的对比联读,第 4
题指向主旨理解。

在内容选择上,充分挖掘选文内容的价值。 经

典常读常新,文学作品要审慎选取非代表性情节或

者非重点情节。 2022 年河北省中考就选取了《西游

记》第 44、75 回原文,考查对作品意蕴(“单丝不线,
孤掌难鸣”)的理解。 命题人要提升对细节的把握,
大多数细节都是匠心经营,都有入题价值。 看似游

离于整体外的闲笔可能也有用意,即便艺术价值不

高的片段也可以设置思辨性阅读题。
从教的方面来看,要有体系、有选择地建设名著

阅读指导型课程,不建议把“整本书阅读”与文选型

课程并立。 过分重视名著阅读反而是伤害名著阅读

在整个课标安排中的独特作用。 整本书阅读(少数

是古典阅读)可以化约为短篇阅读,需要以一本书的

“一部分”为例教学生读会“一整本”。 将整本书阅

读通过人文主题或者语文要素纳入文选型课程的单

元整体教学是将两者结合的有效办法。 考查时则需

要结合具体的名著细节来进行课内外关联,如南京

玄武区 2022 学年八年级下学期期末就把保尔的一

段演讲和莫言的一段演讲并置,考查对演讲文体要

素的具体理解。 还可以挖掘整本书中的跨学科价

值,南京玄武区 2021-2022 学年七年级下学期期末、
乐清市 2022 年春学期七年级期末都是把科幻(《海
底两万里》)和科普结合在一起组成多重文本。

为了在理解的基础上高效利用名著阅读成果,
尽可能挖掘整本书的文本价值,可以适当扩大作文、
微写作命题对整本书阅读成果的预设,引导整本书

阅读读写结合教学。 只有让名著阅读有用,才能有

效避免日常名著阅读教学的空心化。 许多中考作文

题开始明确预设以名著为写作题材的可能性。 2023
年北京中考作文预设《骆驼祥子》,2022 年南京作文

预设了《儒林外史》等三部名著。 作文命题中引用名

著原文的极为少见,但可能成为一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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