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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 文文

备考《论语》要做好多角度研读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特级教师 高传利

从2020年开始，《论语》与《红楼梦》被列为北京高考必考内容，共同构成了名著阅读的考查

板块。虽然高考时只会选取其中一部来对考生进行考查，但考生对这两部书的相关内容都应

认真做准备。

试题呈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近几年的北京高

考真题。

1．（2020年高考北京卷）阅读下面
《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共6分）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

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

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

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

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论语·子罕》）

（1）请解释“生而知之者”与“不知

而作之者”。（2 分）

（2）综合以上材料，简述孔子获取

知识的途径，并就其中一点谈谈对你的

启示。（4 分）

解析：该题考查考生对句子含义的

理解能力，以及对文本的理解概括和分

析评价能力。题目涉及孔子关于学习

的主张、获取知识的途径等内容。选择

其中一点谈启示，则体现了对考生联系

个人经验深入理解思想的考查要求。

2．（2021年高考北京卷）阅读下面
《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共6分）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注】六蔽矣

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

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

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

蔽也狂。”（《论语·阳货》）

【注】言：德。

孔子为什么把学习与道德修养联

系在一起？请从“六言六蔽”中任选两

个，用自己的话加以解释。

解析：该题考查考生对名著内容、

观点的理解与把握能力，以及对句意的

理解与解释能力。这道题涉及的内容

是对孔子“学”与“德”关系的理解，“任

选两个用自己的话加以解释”，既增强

了考查的开放性，又强调了个体的思考

体验。

3．（2023年高考北京卷）阅读下面
四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共10分）

①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②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

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③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

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

哉？”（《史记·孔子世家》）

④先生（王阳明）曰：“为学大病在

好名。……‘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

去声【1】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2】

之意。”（《传习录》）

注释：【1】去声：第四声。【2】声闻过

情，君子耻之：语出《孟子》。情，实情。

对于①中画线的句子有两种解读，

今人杨伯峻的解读是“到死而名声不被

人家称述，君子引以为恨”。④是明代

思想家王阳明的解读，与杨伯峻有所不

同。

（1）说明杨、王两种解读对“称”的

读音和词义的理解有何不同。（2分）

（2）用自己的话写出王阳明对①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解读的大

意。（2分）

（3）在杨、王两种解读中任选一种，

从上述材料中找出依据，简要解释其合

理性。（6分）

解析：此题考查考生对字音与词义、

句意的理解，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理解与

把握能力。这道题在命题立意上体现出

《论语》阅读的互文性、结构化的方法，引

导考生在探究中建构知识、培养能力、提

升素养。

考向解读

从上述真题中可以看出，高考试题

中对《论语》阅读考查的特色和趋向：

1. 试题分值逐年增高，尤其是只考

一部作品的年份，如2023年分值增至10

分。参看 2022 年高考对名著阅读的考

查，这一赋分情形基本定型。

2.试题注重对字音、词义、句意的考

查，更注重对经典文本意义的解读，以及

对古人思想的领会与深入理解。要求考

生能够结合经典名著有自己的独特体

验，建构自己的认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

界。因此，在备考《论语》的过程中，考生

既要重视提升在语言知识层面准确解读

的能力，更要重视对其中优秀思想价值

与文化内涵的吸收与陶冶。

3. 试题注重对整本书阅读的考查。

表面看来《论语》的各个章句都是相互独

立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前后关联的，

是儒家思想大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

《论语》整本书阅读的考查，也正是遵循

新课标的要求。拎出章句，着眼全书，是

《论语》整本书阅读考查的常态。

4.试题注重对文本探究的考查。考试

不仅是为了考查考生的记忆，更重要的是

考查其对文本的研读、理解、把握。就某一

点谈启示，找出依据解释其合理性等，都

是就文本进行探究的具体题型，今后这方

面肯定会加强，考生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5. 试题注重对作品进行综合性考

查。这跟每次只考查一部书，且赋分比

重较大有着直接关系。加强综合性考查

其本质就是加强对人的思维品质的考

查，有利于提高区分度，选拔人才，其意

义不言而喻。

学情分析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文化著作，

内容涉及孔子在“伦理”“政治”“哲学”

“教育”等方面的思想，简明扼要，内容

丰富，睿语哲思，博大精深。学生读准

字音、熟记语句、掌握翻译是相对容易

的，但做出准确合理的解读，并用恰切

的上位概念进行表述，表达自己的见

解，则是困难的。作为高考必考的一

部经典名著，《论语》成了学生在语文

学科收获满意成绩的一大瓶颈。

备考策略

1.做好规划安排
在之前阅读的基础上，考生要在二

模前围绕“伦理”“政治”“哲学”“教育”等

几个板块，再将《论语》的主要内容重点

研读一遍。

2.掌握阅读方法
（1）从伦理角度入手进行研读。伦

理是《论语》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它包

括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两个方面。其中

人格修养即修身，包含了孔子的仁爱观、

行为观和交往观。这里就涉及文本中提

到的许多重要概念，如仁、义、礼、信，孝、

忠、恕、志，恭、宽、敏、惠，勇、敬、谨、直，

文、质、言、简，乐、食、利、耻，士、君子、察

人、交友等。

（2）从政治角度入手进行研读。《论

语》在政治上，其最高社会理想是建立

“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孔子认为文明

的最高成就在于创造理想人格以创立理

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

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

孔子的治国策略主要是以德治国，以礼

治国，以教治国。

（3）从哲学角度入手进行研读。《论

语》哲学思想多是散落在各章句中。大

体包括中庸之道、和、人性、天道等。孔

子的哲学是实用哲学。他不耽于理性的

逻辑思辨，更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

（4）从教育角度入手进行研读。中

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理论及最宝贵的教

学方法，都是孔子奠基的，都可以从《论

语》中探得源头。《论语》中诸多有关教、

学、思、问的言论事例，都是值得遵循研

讨的。

（5）从人物角度入手进行研读。孔

子的弟子，《论语》中提到姓名的 30 余

人，包括颜渊、子路、子贡、冉有、有若、曾

参、宰予、子张诸人。《论语》还提到了尧

舜禹等明君，孔文子、子产、公叔文子、蘧

伯玉、柳下惠等贤臣，伯夷、叔齐、管仲等

仁人。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研读，可

使《论语》的阅读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3.利用辅助读物
重视前人对《论语》的注释、解析，以

及教师提供的讲解资料。我认为以下阅

读辅助书目可供参考，如《论语译注》（杨

伯峻）、《论语新解》（钱穆）、《论语通译》

（徐志刚）等。

4.进行专题式复习
考生可以把各区的模拟题进行梳

理归类，研究其题型以及各类题目的共

性与不同，并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进行

强化式补习，查漏补缺，提高复习备考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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