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本书阅读视域下的高考名著阅读考查
——以《红楼梦》为例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中学 蒋 霞

自2008年起，江苏省高

考语文增加了独具地

方特色的分值为40分的文科附

加卷，其中15分是名著阅读题。

名著阅读的考查范围，包括《红楼

梦》《呐喊》《边城》《三国演义》《欧

也妮·葛朗台》《老人与海》《哈姆

莱特》《女神》《家》等十多部古今

中外经典名著。如今，江苏卷名

著阅读的考查已坚持了十年，过

程中褒贬不一。笔者觉得有必要

从整本书阅读的视域来分析、思

考江苏卷名著阅读试题。

《红楼梦》的考查试题，在江

苏高考语文附加卷中年年都有，

对整本书阅读的考试评价研究

很具代表性。本文以此为例，就

高考中对名著阅读的考查谈一

些自己的认识。

一、把握考试说明和课程标

准的要求

江苏省的高考命题必须依

据省教育考试院编制的《考试说

明》，而《考试说明》规定的考试

内容、能级要求又必须依据国家

颁布的学科课程标准来确定。

我们讨论名著考查试题，首先要

根据江苏省高考《考试说明》和

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来分析考

什么和考到什么程度。

江苏省高考语文学科《考试

说明》中关于名著名篇阅读的考

查要求，从内容来讲，要求考生

了解有关名著名篇的主要内容、

艺术特色等。笔者所理解的主

要内容应该是重要人物、重要情

节、典型细节，艺术特色应包括

人物塑造方法、语言特色、结构

艺术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标”）中关于整本书阅读任务群

的学习目标和内容有如下表述：

“在指定范围内选择阅读一部长

篇小说。通读全书，整体把握其

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从最使

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

言等方面入手，反复阅读品味，

深入探究，欣赏语言表达的精彩

之处，梳理小说的感人场景乃至

整体的艺术架构，理清人物关

系，感受、欣赏人物形象，探究人

物的精神世界，体会小说的主

旨，研究小说的艺术价值。”江苏

高考《考试说明》中考查内容的

规定，与课标中学习目标的阐释

有一定的差距。课标中更多强

调整本书阅读的整体性，以及阅

读的个性化、情境化体验。显

然，新课标中的阐释应该成为名

著阅读考查的导向。纵观十年

高考试题的考查内容，涉及《红

楼梦》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

术手法、语言特色、主题思想等

诸多方面。但2008年至2011年

的四年，《红楼梦》的简答题都出

自原著的第一、二、五回。《红楼

梦》前五回构成了小说的序幕，

具有总纲的作用，分别从不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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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把全书的主要人物、背景、发

展脉络、人物命运基本上交代出

来，为全书情节的开展作了必要

的铺垫。前五回的重要性不必

言说，但这仅仅是对整部书的结

构而言，对于阅读者而言，《红楼

梦》的文学价值应该更多落在丰

富多彩、个性鲜明的人物世界

上。对一部有一百二十回的名

著的考查，连续四年停留在前五

回似乎有避重就轻、重复考查的

嫌疑。这固然与设计之初命题

求稳、力求平和规矩的心态有

关，却也无疑脱离了整本书阅读

考查的核心要义。

从能力要求来看，《考试说

明》规定名著阅读考查要达到B

层级，也就是“理解”的能级要

求：能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

这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

能力要求。十年的名著阅读考

题在能力要求上不够稳定和恰

当，有时太简单，有时又太深

刻。2008年到2011年的试题能

力要求只达到“识记”层级；而

2014年、2016年的试题又超越了

《考试说明》的能力要求。2014

年试题“请从小说情节和主题两

个方面，分别说明葬花魂与葬诗

魂的依据”，命题有新意，问题设

置的内部有层次和梯度，大部分

考生能考虑到与花魂诗魂相关

的情节，但如以高中学生的整体

阅读水平去理解“花魂”“诗魂”

所蕴含“表达女性精神在一个时

代的毁灭”“表达对诗意消亡的

哀悼”之深刻主题，的确有些勉

为其难。放在考试的评价体系

中，脱离了学生阅读实际，超出

了理解层级的能力要求。特别

在答案设置上，更显得脱离考生

的认知基础，且表述过于学术、

模糊、抽象。测评和考试应真实

反映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过程与现有水平，对高中语文教

学改革发挥积极的引领和导向

作用。

新课标在“课程目标”部分

提出：“学生通过阅读与鉴赏、表

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学

习活动，在语言建构与运用、思

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

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几个方面都

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名著阅读

是一项综合性的实践活动，其对

课程目标的实现最全面，对学生

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具有篇章阅

读无法媲美的价值。钱理群在

《我们怎样读名著》一文中说：

“文学名作（经典）的阅读，就是

一种发现与开掘：既是对作品所

描述的已知、未知世界的发现与

开掘，也是对自我潜在精神力量

的发现与开掘。说到底，就是对

‘人’的发现与开掘。”教学中教

师示范性、引领性的分析，都只

能启发而不能替代学生自己的

阅读。有意义的阅读，必须是学

生自己去思考领悟的阅读，高考

命题必须重视这一点，以给学生

名著阅读正确的导向。

二、研究整本书阅读的考查

路径

整本书阅读的评价并不排

斥考试，也不能拒绝考试。以当

前的教学逻辑，用名著阅读的评

测来撬动阅读教学的改进，可能

是一条面向现实的好途径。［1］这

就需要好好研究名著阅读的考

查路径。高考名著阅读试题必

须要体现出对名著整体性阅读

的导向。那什么是名著阅读和

考查的整体意识呢？首先，对读

者、阅读者和命题者而言，整本

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从属于整

体，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不可能脱离整本书的大局和

整体风格。其次，任何一部长篇

小说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基

调、人物关系、联系紧密的情节

推进等元素，我们阅读任何片段

都脱离不了这些一以贯之的元

素，［2］高考试题也应该考虑到这

些元素的存在，并重视这些元素

对整本书的统领作用。笔者认

为，对于如《红楼梦》《三国演义》

这样的大部头名著，考题应该找

好切入点，以点带面，问题不能

停留在皮毛而不入骨髓，局限于

点而不联结面和体。

高考名著阅读试题不能出

得太小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考试、测评题目应以具

体情境为载体，以典型任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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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换言之，名著阅读试题

整体意识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切口小但问题实在，不虚不

空；二是问题理解需要一定的积

累和综合，能反映阅读者的积

淀；三是命题需要从原著出发，

能使考生对原著熟悉从而探微

发幽。《红楼梦》脂批本中有“事

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

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

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

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

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

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

诸奇”之说。《红楼梦》中草蛇灰

线伏延千里的地方很多，人物

性格的立体性、复杂性很强，情

节的绵延起伏千丝万缕，这些

都需要读者的整体性把握，而

这些也恰是命题的很好路径。

整体意识能够帮助读者更快捕

捉到作品的内核价值，当然有

整体观念的命题也可以很好地

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如此看

来，2014 年简答题的可取之处

就在于此。“冷月葬花魂”或“冷

月葬诗魂”本无定论，但从小说

中的人物形象和若干处情节都

可以自圆其说。这个命题既有

开放性，又有聚焦性，需要考生

从全书中积累提炼有效信息，

再从小说情节和主题两个方

面，分别说明“葬花魂”与“葬诗

魂”的依据。这样的试题虽然

要求高了些，但能够考查出学

生是否真正进行了深层阅读。

语文核心素养中很重要的两条

就是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

赏与创造。高中名著阅读“旨

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

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

的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

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换言之，要让

学生在梳理与探究中运用联想

和想象，丰富自己对现实生活和

文学形象的感受与理解，能够辨

识、分析、比较、归纳和概括基本

的文学形象，并能有依据、有条

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发现。

高考名著阅读试题应该体现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2017年江苏高考考查《红楼

梦》阅读的简答题是：“《红楼梦》

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

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中，黛玉

对宝钗说：‘我最是个多心的人，

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

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请说明

黛玉对宝钗的认识发生变化的

原因。”这道题抓住了小说中极

具冲突性质的一对人物关系，问

题设计精妙，问题点很准，切口

小、内容实。小说中黛玉的一番

肺腑之言背后的信息量极其丰

富，黛玉的这句话高度统领了钗

黛之间的关系轨迹，饱含了两人

之间前前后后多次或明或暗的

恩怨误会，与之相关的情节分别

在小说的第四十回、四十二回、

四十五回，需要考生厘清人物关

系、感受鉴赏人物形象并探究人

物的精神世界。这样的考题与

新课标中整本书阅读的学习目

标不谋而合。材料的选择与组

合要角度多样、视野开阔，为学

生的思考与拓展留有足够的机

会和空间。减少针对单一知识

点或能力点的简单、碎片化的试

题数量，体现语文素养的综合

性、整体性。相比而言，2008年

到2012年的考题，则略显单薄，

考查的意义不大。

三、整本书阅读评测的趋向

客观来说，以一两道简答题

来考查学生名著阅读效果，的确

有一定的短视和不足，这也是考

试评价的天然缺陷。可喜的是，

从江苏省十年的命题趋势来看，

其间的变化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考查区间来看，由《红楼梦》前

五回的宏观总纲到小说典型细

节；从人物选取上看，由主要人

物到次要人物，到个性鲜明、有

典型价值的人物，如2013年卷的

惜春迎春、2015年卷的刘姥姥；

从考查的层次来看，由表及里，

深入到名著的价值内核，既有宏

观理解，又有微观品味；从考试

能力要求来看，由熟悉识记到理

解评价甚至鉴赏探究，相应的难

度加大，区分度增强；设题样式

从中规中矩到精彩纷呈。应该

说，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名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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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渐趋科学理性。

近年来，即使在一些地方模

拟考卷中，也出现了难得的好

题，如2017年苏锡常镇“一模”卷

中的名著简答题：

《红楼梦》中，宝玉挨打时相

继有人来劝阻，下面两句话分别

是谁说的？为什么口吻不同？

（1）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

个我也不管。

（2）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

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

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

命题选取了宝玉挨打时的

一个重要细节，通过冲突性、个

性化的语言来判断人物身份，再

去理解语言背后的隐性信息。

命题思路很常见，将语言鉴赏与

人物分析结合在一起；命题出彩

在第二问“为什么口吻不同”。

口吻即说话时流露出来的感情

色彩，口吻与说话者的身份、内

心世界有关。显然，第一句中王

夫人是贾政的妻子，她只能旁敲

侧击，以哭贾珠来委婉提醒贾政

不要下手太重；第二句中贾母是

一家之主，地位高，是贾政的母

亲，语气充满了责备和讽刺。试

题以点带点有递进，激发了学生

的思维联动，这样的问题考查就

需要学生真正沉下心研读原著，

其导向作用不可忽视。

2014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提到，要“依据高校

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

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

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

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

高中阶段的名著阅读不仅是为

进入高校学习积淀文化底蕴和

阅读方法，更是培养一种良好

的阅读态度和思维能力。因

此，高考名著阅读应该起到引

领学生进行真阅读的作用，让

读过原著、会阅读的学生考出

水平，取得好成绩；避免学生为

了应付考试而只做题不看书、

不思考，抛弃伪阅读的功利行

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命题

方向要明确、试题内容要恰当，

而且试题形式也要开放自由，

以有利于考查学生的个性阅读

和研究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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