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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探究

1.B（材料的观点是“作家对生

活要有高度的敏感”。A.属于个人

性格的敏感。B.属于作家的敏感，

最适合作为支撑材料观点的论据。

C.属于教师的职业敏感。D.属于司

机的职业敏感。）

2.①对新时代的社会生活高

度敏感，可以使文学工作者在作品

中不断自觉超越自己。

②对新时代的社会生活高度

敏感，可以使文学工作者源源不断

地创作出才华横溢的作品。

③对新时代的社会生活高度

敏感，可以使文学工作者用真诚的

文字表现生活，打动读者。

④对新时代的社会生活高度

敏感，可以使文学工作者发现并使

用真实、丰沛的细节。

2版
学习任务一

1.D（表示注释说明。）

2.C（A.小说中的“我”不是作

者本人，所写的是虚构的人物与事

件，不是真人真事。B.“我”虽然是

虚拟人物，但是小说当中的人物、

事件也是源于生活，“现实中没有”

说法过于绝对。D.“我”是一个善

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我”既不

敢大胆否定迷信说法，又无力救治

祥林嫂的精神创伤，只是一个软弱

无能的好人。）

3.C（“整体上采取了插叙的写

法”错误，应为倒叙的写法，先写祥

林嫂的悲惨结局，再回忆她一生的

片断。）

4.心理：①失去阿毛的自责、

悲伤。②在鲁四老爷家不被认可的

寂寞、无聊。③对得到镇上人同情

与安慰的渴望。④祥林嫂已将反复

讲述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作为支撑

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作用：①强化了祥林嫂的悲剧

形象，使人物心理活动更逼真。②推

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为后文“不

说一句话”作铺垫。③反复诉说也

没能得到任何人的关心与同情，深

化了小说的主题。

学习任务二

1.（1）如果光从生活经验出发

（或将此处改为“如果光凭生活经

验”），《小公务员之死》的真实性是

很值得怀疑的。一个小公务员怎么

可能因为打了一个喷嚏，反复向将

军道歉而不被理解，最终抑郁而

死呢？

（2）祥林嫂的死是悲剧，而新

年的“祝福”却充满了喜庆，这种以

喜写悲的方式打破顺境大喜、逆境

大悲的俗套，使客观环境的“喜”与

主观情感的“悲”产生了强烈的反

差，增强了文章的悲剧效果，这就

是“错位”。

2.①情节和主题就可能有所不

同 ②表现了祥林嫂的反抗精神

③有人将其改编成舞剧《魂》（或

“有人将其改编成舞剧《地狱》”）

3版
①渲染了抗战背景下社会压

抑的氛围，烘托了“我”沉重孤寂的

内心感受。②塑造了林小二立体的

人物形象，突出战争环境对儿童的

影响。③补充故事背景，有利于文

章主题的凸显及读者对文章的

理解。

4版
思考探究

1.D（“作家笔端都流露出了同

情大于批判的情感”表述有误。对

切尔维亚科夫，作家笔端流露出的

批判多于同情。）

2.D（“一波三折”表述有误。小

说情节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只是简

单重复“道歉”而向前推进。）

3.示例一：我认为小公务员之

死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暗的俄国社

会。小说中的布里扎洛夫将军从头

到尾并未因切尔维亚科夫喷洒在

他秃头与脖子上的喷嚏发出一声

指责，而切尔维亚科夫自己却胆战

心惊地连连道歉，最终甚至被吓

死。作家在这里巧妙地揭露出：沙

皇专制统治下严格的等级制度与

残酷的高压政策才是这场悲剧的

罪魁祸首。小公务员看似是因惧怕

而死，但归根结底，这是另一种意

义上的“他杀”，小公务员其实是死

于当时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的压迫

感之下。

示例二：我认为小公务员之死

源于小公务员的奴性心理和等级

观念。当时沙皇专制统治下严格的

等级制度与残酷的高压政策造成

了小公务员的奴性心理。人们生存

在地位与权势分明的氛围中，恐怖

式去借煤，为煤店老板没有确切地

看到他和听到他，以及结尾中老板

娘用围裙将他扇到冰山区域提供

了可能性。②使人物形象的多元性

成为可能。骑桶飞翔的借煤方式，

使主人公并未与现实的煤店老板、

老板娘正面接触，因此对于两人是

否真的冷酷、自私可以有多种理

解。③使作品主题表现出多重性。

骑桶飞翔给整个故事蒙上了幻想

的色彩，借煤失败可以理解为社会

的冷漠，也可以理解为爱与沟通的

匮乏或交流的失败，即人与世界的

不通融性。④丰富了小说的层次。

小说以飞翔这一轻灵的动作中和

了缺煤、寒冷的沉重，用“轻”与

“重”的平衡丰富了作品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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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思考探究

从文章中可以明确鲁迅与黑

暗的旧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

此，“棱角分明”与“光滑圆润”分别

代表着斗争与妥协。

①“棱角分明”指突破思维定

式，独立思考，反抗黑暗，革除

时弊。

②“光滑圆润”指对黑暗社会

不作批判和抗争，奴性思维，丧失

原则。

2版

《夜颂》

文章第一段写爱夜者的划分

范围，第二至第六段写爱夜的原

因，最后两段总括夜的诚实。全文

以“颂夜”为视角，选取“夜”为主体

意象，从日常生活的场景、事物、人

物、人情中选材，这种独特的视角

和选材，使夜与昼有更丰富的象征

意蕴，并且方便对比，由此揭示繁

华背后的种种罪恶，昭示“现代都

市文明”的实质，突出夜使人看清

本相、给人恩惠和夜具有的诚实特

点，更加凸显白昼掩饰的丑态、罪

恶、虚伪；批判现实，使主题意蕴更

为深广，使作品更有战斗性、针对

性。因此，鲁迅“反而‘颂’起‘夜’来”。

《鲁迅的批判与反思》

1.B（“劣根性”指的是国民“精

神”“人心”“思维方式”上的痼弊。

A.由“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知，

涉及国民的“奴隶性”心理。B.由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可

知，此处谈的是鲁迅的创作思想和

启蒙理想，不属于“国民劣根性”。

C.由“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

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

个自己跪着”可知，此处批判人“既

为主，又为奴”的自我身份的二重

性。D.由“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

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可知，涉及国民的

自欺欺人与“精神胜利法”。）

2.材料一按照“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的思路进行论证。首先提

出“批判”的概念，引出鲁迅的“批

判”是一种文学的批判；再指出鲁

迅的“批判”的核心是“批判国民劣

根性”；最后分析得出这一论断的

原因：“社会现实的改造直至文明

传统的更新，关键在‘人’，‘人’的

关键在‘精神’”，因此“社会批判和

文明批判”最后落实为“批判国民

劣根性”。

3.①在概念内涵上：孔子的

“立人”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需要

使别人站得住的意思。这是儒家思

想中的“仁”的具体体现，是孔子

“忠恕之道”中的“忠”道；鲁迅的

“立人”是指人的彻底解放，即“尊

个性而张精神”，立“有精神自觉”

的人（此处也可以回答“立具有独

立人格、批判思维、思想自由的人”

等类似答案）。

②在提出目的上：孔子是为了

说明仁道，教导子贡实践“仁”要能

近取譬，推己及人；鲁迅是为了改

造社会现实，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此处也可以回答“让国民能够真

正地认识自身文化和性格的劣根

性”“追赶世界新潮流”“建立现代

国家”等类似答案）。

3版
比较阅读

1.A（“这和鲁迅《祝福》中的祥

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掉时的遭遇

是一致的”错误。《祝福》中的祥林

嫂讲述阿毛被狼吃掉时，周围人一

开始看起来热心，把祥林嫂的悲惨

遭遇当作好奇的故事，但时间长了

人们就变得冷漠麻木，不愿再听。

故《苦恼》中马车夫约纳的遭遇和

《祝福》中祥林嫂的遭遇不一致。）

2.①《祝福》叙事视角有变化，

先是以有限视角叙述祥林嫂的故

事，显得真实、可信，表达“我”对祥

林嫂不幸命运的同情，揭示了鲁镇

人的愚昧、麻木、冷漠；后转换为全

知视角，便于多角度立体地呈现祥

林嫂的悲剧命运，显得客观、冷静。

②《苦恼》则是以全知视角多角度

地展现马车夫约纳有苦无处倾诉

的遭遇，笔调客观、冷静，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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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压迫的毒瘤已经深深地

污染、毒害了当时俄国各阶

层人们的心灵。对权贵的惧怕与谄

媚已经形成了社会习惯，奴性心理

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而这些社会

习惯和心理是造成小公务员悲剧

的最根本原因。

示例三：我认为小公务员之死

源于其自身的“自卑情结”。从小说

情节的发展来看，小公务员有着很

强的“自卑情结”，这也是他的性格

特征之一。小公务员生活的环境使

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所

以才会对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看

得如此严重。在他眼里，上层社会

的达官贵人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

威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一种意志、命令和心理威

胁，并对他产生一种现实的压抑

感。所以即使将军不是他的直属上

司，他仍认为必须要得到他的原

谅。当他想摆脱这种压抑获得个性

满足的自尊时，却受到了现实的巨

大遏制与反弹，因为上层社会不容

纳他，所以在多次道歉而每次都遭

到生硬而傲慢的拒绝时，他的心理

受到严重的挫伤，直至最后的死

亡。从小公务员那看似荒诞的行为

上可以看出，作者在作品中对病态

社会使人性扭曲、心理变态的

揭露。

第18期
2版

学习任务一

1.A（①此处形容林冲拉絮被

的动作，“絮被”有一定的重量，用

“拽”字显得费劲，符合当时的情

境。②此处形容林冲用花枪举起酒

葫芦，使用“挑”字可以显得洒脱，

符合人物形象。③此处说林冲随手

把被子拉过来，使用“扯”字显得随

意。④此处是说林冲把对方拎起

来，使用“提”字显得轻巧。）

2.C（“第①句描写风雪初起”

不正确，因为“朔风渐起”时，“却早

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3.A（“宋徽宗时太尉是最高官

阶”有误，太尉是宋徽宗时武官的

高级官阶。）

学习任务二

1.①有时用笔极为简省 ②又

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③却走

了“神韵”

2.示例：前者有心去听，而且

是听了“一个时辰”，却仅听到没头

没尾的半句话；后者是林冲伏在庙

门内，无意之中在短暂的刹那间，

却听得一字不漏，洞悉贼人的全部

阴谋。两次偷听，一详一略，都恰到

好处，匠心独运。前者是陆谦等人

在小酒店里密谋策划害人的亏心

事，贼人心虚，怕人听到，只能暗中

窃语，李小二妻子的隔墙之耳，当

然不易听清。而且在这个时候如果

完全听清了陆谦等人的密谋，那么

下面的故事发展就会索然寡味；但

要是连半句也听不到，那么情节也

就无法曲折起伏地开展下去了。而

后者，林冲是在风雪之夜的山神庙

里，陆谦等三人放火成功，压根儿

也想不到深夜冷落萧条的山神庙

里会有人，更想不到会是林冲；加

之这是在他们自以为阴谋得逞、按

捺不住内心狂喜时的私下畅吐，免

不了得意忘形，毫无顾忌。林冲仅

隔庙门，当然听得清清楚楚。试想

这个时候，要是不能听得全部阴

谋，也就不可能迅速地激起林冲胸

中的无比愤怒。只有听得真真切

切，一字不漏，才能立即点燃林冲

胸中的复仇烈火，不顾一切地挺枪

杀仇人，使林冲的思想性格发生飞

跃的突变。前者略写，显得惜墨如

金，恰到好处；后者详写，又简直泼

墨如云，毫不过分。

学习任务三

由“近春园中那些大大小小的

树木蓊蓊郁郁，白杨树最为高大。

它的身影连同高处丛生的灌木被

月光切割在塘水中，显得黝黑而错

落”“几盏温和的路灯紧贴荷塘小

路亮着，倒映水里的显出一束束昏

黄，把荷塘小路照得分明。左边是

一列高高土坡，密植森森柏树，黑

压压一路绵延。荷塘那边，月亮透

过摆动着的高大树枝时不时瞟我

一眼”可知，文段运用白描的手法，

描写了近春园中大大小小的树木

蓊蓊郁郁、高大的白杨树、丛生的

灌木，以及水塘中黝黑而错落的影

子、黑压压一路绵延的森森柏树

等，营造出一种清寒、阴森的环境

氛围，为作者后续的联想和思考作

铺垫。

4版
思考探究

①先是清高、孤傲，鄙弃富贵。

庄周丢掉微职，寄居陋巷，靠打草

鞋为生。因难以糊口向河堤监督贳

小米却被拒，以麻屑充饥。但他仍

不改其道，坚持“独与天地精神往

来”，不向世俗低头，卖身求荣，充

当“供人利用的器皿”。②接着是向

现实妥协、低头。饱受着物质世界

的压迫，庄周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

念头，因而出走大梁，寻求“唯一的

知己”惠施的友谊。③最终摒弃幻

想，绝望失意。游梁访惠施却被捕，

庄子举起那只带有“人的鲜味”的

髑髅，“向白云流荡着的青天掷

去”，在现实的打击下产生的人生

幻灭感，使他彻底摒弃了对世俗残

存的最后一丝幻想。

第19期
1版

示例：①尽量消除各种社会矛

盾，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少一

些漠然和冷酷，多一些关爱和尊

重，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在温暖有爱

的环境中获得人的尊严，保有人的

本质。

②人在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

时要始终保持应有的理智清醒和

主体地位，将人工智能当作人类的

工具，避免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新的

外在的异己力量。

③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

体建构的“异化牢笼”，国家和社会

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人文

教育，减少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

2版
学习任务一

1.D（A.古义，老百姓。/今义，

户籍。B.古义，青年男子，与“老年”

相对。/今义，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

的阶段及该年龄阶段的人。C.古
义，科举及第，考取秀才。/今义，

卖。D.古今义相同，均指琴与瑟两

种乐器一起合奏，声音和谐。）

2.D（A.介词，被。/动词，想出。

B.名词作状语，用笼子。/名词作动

词，用笼子装着。C.动词，回头看。/
连词，但是。D.符合，合乎。）

3.C（古代称跨出一脚为“跬”，

跨出两脚为“步”。）

4.B（“父亲借‘神卜’得来的促

织”错误。结合课文中的“时村中来

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

问”可知，是母亲不是父亲。而且成

子并非是“化身成这只促织”，由课

文中的“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

非前物”可知，成子所化成的是另

一只促织。）

学习任务二

1.示例一：《促织》原本皆大欢

喜的结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无路

的故事情绪是矛盾的，从另一个角

度说，也让一个揭露社会黑暗的剧

本在最后作了某种妥协，因此应改

编为家破人亡式结局。成子因扑死

促织而投井，继而成妻因失子变

疯，成名因妻儿皆亡、走投无路亦

投井而亡。

示例二：改编为起伏跌宕式结

局。成妻失子变疯，每日念念叨叨

“促织”；成子虽化身为促织，却在

争斗中死去；成名因家破人亡、走

投无路亦投井而亡。

示例三：按原文结局处理。成

子复活，成名显贵、富甲一方。以乐

写哀，让外在的完美结局和主题情

感的强烈伤怀形成对比，更深刻地

反衬了现实的黑暗——百姓苦海

无边，除非神仙显灵，否则不能脱

离苦海。

2.（1）①一目了然

②柳暗花明

③匪夷所思

（2）《促织》既有情节曲折、结

构完整的叙事结构，又具讽刺味

浓、以悲为美的美学色彩。

（3）最后的大团圆结局，让人

们于紧张之后，可以长舒一口气，

但淡然一笑后还会不由得掩卷

三思。

学习任务三

1.①首段从古代小说的两种

创作追求谈起，引出材料的观点：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小说，将古代

小说的造境艺术推向了顶峰。②第

二段先诠释“意境”的内涵，指出蒲

松龄将古代小说的造境艺术推向

顶峰的先决条件。③第三、四两段

分别从艺术追求和创作思维两个

角度具体分析蒲松龄的文化——

创作心理与创造意境所需心理的

同构性。

2.①建立在“天人合一”宇宙

观基础上的传统的“整体思维”模

式，使其将作品中的人、事、景统一

于某种主观情调氛围中，构成情景

交融的关系。②佛道思维使其获得

精神自由，超越现实和小说的思维

定势，创造出物我交融、有限中包

含着无限的小说意境。③诗性思维

使得他的小说与诗歌题材相通，充

满诗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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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四

①为荒诞情节的发展提供可

能。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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