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现代文阅读题答题模板

感知能力。即对文章阅读后一种基本的感觉、知晓能力。新课程特别重视现代文阅读的整体感知能力，从整体上理解文章的基本写法或表达技

巧，从整体上理解文中人物的特点等等。1、如阅读记人的记叙文，就要看记了什么人的什么事，表现了人物怎样思想感情或性格特点；

2、阅读记事的记叙文，就要看记了什么事，涉及哪些人，通过事件反映了什么主题；

3、阅读写景状物的记叙文，就要看写了什么景，状了什么物，这些景或物有什么特点，寄托了作者什么情感；

4、阅读说明文，就要看说明的对象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或作用等等。

概括提炼能力是语文阅读中最重要的，能够考查你是否读懂和对文章的准确体会和感想。即对全文、段落进行整体概括，对文章的要点，文章

的写法进行概括的能力。如对全文、段落的中心、大意的概括，对文章思路的提炼，对文章的层意、段意的概括，对文中人物形象的概括等等。平

时阅读中要多练习归纳段意和文意，培养善于概括的能力和习惯。

词语和句子理解词语含义，还是理解句子含意或是理解文章主要内容，都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具体的文章去理解。善于捕捉那些含义深刻的重

要词语和含意深刻的重要句子，结合上下文去寻找、揣摩和体味它的含意，千万不要抛开具体的文章语境去就词语理解词语，就句子理解句子。初

步的文学欣赏能力，包括对文章的各种表达手法与写作技巧的辨识、理解、分析、欣赏。如表现手法中的正面侧面、对比烘托、详写略写、伏笔照

应等等。新课标要求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能说出自

己的体验；品位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表达方式 语文常用的表达方式有记叙、描写、议论、抒情、说明等。

写作手法 狭义的写作手法即 “表达方式”、广义的是指写文章的一切手法，诸如表达方式、

修辞手法、先抑后扬、象征、开门见山、托物言志等。

修辞手法 常用的有比喻、拟人、反复、夸张、排比、对偶、对比、设问、反问等。

语言特点 一般指口语的通俗易懂，书面语的严谨典雅，文学语言的鲜明、生动、富于形象性和充满感情色彩的特点。分析时，一般从修辞上进

行分析。

课外阅读 指课本（教材）之外的阅读内容，不管是课内读的还是课外读的内容。

感 悟 多指发自内心的感受、理解、领悟等。

说明文的类型 事物、事理说明文（内容角度）;平实、生动说明文（语言表达角度）。

说明方法 一般有举例子、分类别、列数据、作比较、下定义、作诠释、打比方、画图表、摹状貌等（一般是三个字）。

说明顺序 时间顺序（程序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答题时可答得具体些，如：空间顺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等），逻辑顺序（先结果后

原因，层层递进等 ）。

说明对象 指文章说明的主要人或事物（一般不必答人或事物的特点）。

论证方法 中学要求掌握的的道理论证、事实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归廖法。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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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方式 立论和驳论。

理论论据 包括名人名言、俗语谚语、公式定律等。

事实论据 一切事实、史实、数据等。

有何作用 回答文中某一内容的作用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内容方面，如深化主题、强调感情等；二是结构方面，如过渡、呼应等；三是语言

方面，如引人入胜、生动 活泼等。

思想内容 基本是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主旨。 思想感情 作者或作品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如善恶、好恶、褒贬等。

以上各“常用术语”，暗中考查同学们的语文基础，同时也是题目的赋分点所在，将其理解清楚，可根治“答非所问”的弊病。

理解题目含义及作用

（记叙文）

标题表达的是作者写文章

的情感基调和思想目的.

直接揭示主题，所谓标题即主题。这类文章以议论文为多。

形象地暗示主题

引导读者对主题进行深思

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后两类文章以散文和小说

居多说明体裁。

说明体裁 《出师表》，说明是“表”类体裁。

说明中心 尤其议论文说明文。比如《拿来主义》和《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

引起关注 比如滥俗的《我和 XX 不得不说的故事》。不

少新闻标题也这样。

文章标题用疑问句式好处：

制造悬念，吸引读者。 针对具体情况再详细解答

理解标题与主题的关系。考查的角度有：标题的深

刻含义；拟写标题；分析多义；理解深义；题眼展现等。

文章的题目，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我们有所启迪，并

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散文、小说的标题往往不像议论文、说明文那样直

截了当，而是很含蓄地传达着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感

情其标题除了有它的表层意思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含

义，即它的比喻义和象征义。理解标题的含义也就是要

挖掘标题的比喻义和象征义。

记叙文文章标题作用

常规答案：文章主旨的归纳 全文线索 引起读者阅读

兴趣

总领全文 点明主旨 与文章内容照应 语代双关

体现文章主题 表达作者情感 表明作者写作目的

文章中的点题句又是理解标题含义的钥匙。用点题

句去印证标题含义，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议论文文章标题

最基本的点明中心或论点

小标题 格式新颖,条理清晰.反映文章的脉络结构,耳目一新

严肃的文章标题必然引人深思 伤感的标题也必然有着阴

郁的色调.

以论点为题 以论题为题

标题表达的是作者写文章的情感基调和思想目的. 反映

作者感受,也反映文章本质.

思路和方法：搬 拼 结★ 答题方式： 段意+归结 概括的操作思路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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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文章内容题

对全文、段落进行整体

概括，对文章的要点，文章

的写法进行概括的能力。如

对全文、段落的中心、大意

的概括，对文章思路的提炼，

对文章的层意、段意的概括，

对文中人物形象的概括等

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记

叙性的语段虽有中心句，但

是它表达的并非作者的真

意，这时就不能用摘取中心

句的方法来概括段意。

既然是概括，就要用最

节省的语言，能用一句话就

完成决不要用两句话。否则

就会显得拖沓，导致扣分。

1.摘引文中原句作为答案。2.选取文中重要词语语句组合成

答案拼后加工归结 3.划分内容层次，一般有几个层次就有几

个要点归结。

按叙述的基本要素（行为、经历）或小说情节或人物言行

或作者的情感变化，筛选材料，组合回答。记叙文包含时间、

地点、人物和事件四要素并合理组织它们，这就是主要内容。

如《藤野先生》一文的四要素：时间是作者日本留学期

间，地点是仙台，人物是藤野先生，事件是藤野先生对作者

的关怀。概括这四要素可得出主要内容：本文写的是作者对

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给予自己关怀的藤野先生的真挚怀念—

—从而再进一步简要概括为：本文写的是作者对藤野先生的

真挚怀念。

文段中事例的概括 1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人物＋事情；2其

他要素如：时间（季节、年代）、地点、环境如果有特定意

义，也应概括在内。

归纳段意 本段（概括或具体）写了“谁——干什么”。（或

“什么——怎么样”） 有的文章的题目能高度概括了文章的

内容，对它稍加扩展充实，就得到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如《我

的第一本书》标题适当补充一下：本文写的是“我”的第一

本国语课本，也是指“我”人生的第一课。这就是课文的主

要内容。

依据中心句进行概述总括。一篇文章内容的具体

化，通常表现为围绕某个中心展开叙述、议论或说明，

因此，抓住了中心句，它就把握了具体的要旨。

通过提炼要点，关键词句进行概述总括。对写了几

件事的文章，先分清事件的主次，然后根据主要的来概

括主要内容。

如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一课，先写自己童年的

身体、性格特点，再写了母亲对我的“教之严”、“爱

之慈”（言传），最后又写了母亲在痛苦的生活处境中

“当家”的艰难（身教）。从文章看，“自己童年的身

体、性格特点”写得简略，是次要的；言传身教写得详

细，是主要的。根据课文主次可以这样概括文章的主要

内容：本文写的是母亲对我直接的教育和对我在做人方

面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的文章中的总起、过渡句、重点段落概括了全文

的大意。阅读时可直接引用或稍加整理，便可抓住主要

内容。

如《雪》一文，可根据结尾段来概括它的大意：那

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赏析小说题目、结尾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

题目：凝练含蓄，值得细品,在故事结构上十分注重细针

密线，前

后照应，而“文眼”也常常出现于开头或结尾处

结尾：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或是一句寓言式的话，

意味深长；

或是一个情景的定格，让人忍俊不禁……所以，命题者往

往也很注

重考生对题目及结尾的理解和领悟。

解答时，要联系全篇，细细品味，抽丝剥茧般道出

自己对小

小说主题的理解，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对语言内涵的

体悟。

答题时最忌停留在文章的表面做浅层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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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句话中某个词换成另一

个行吗？为什么？

一句话中某两三个词的顺

序能否调换？为什么？

动词：不行。因为该词准确生动具体地写出了……

形容词：不行。因为该词生动形象地描写了……

副词（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为该词准确地说明了……的情况（表程度，表限制，表时间，表范围等），

换了后就变成…，与事实不符。

不能。因为（1）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规律不一致

（2）该词与上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3）这些词是递进关系，环环相扣，不能互换。

词句品味和赏析类

“×”词好在哪里？

“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

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

用。”在具体的语境中分析句

子的含义和作用，包括分析

句子的深层含义，体味句子

的言外之意，理解句子的表

达作用，分析使用了一定修

辞手法或具有一定句式的句

子的表达意图，以及对抽象

的句子进行阐发或使之具体

化等。

答题方式： 我认为……美在……它表现了…….

“我认为词语运用好的原因是……”作赏析的开

头

答“喜欢词语的原因”时，常用“第一…第二…

第三…”这种形式来呈现赏析词语的思路和答题的不同角度；

表面意义 表面的意思和表达效果（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特点）

深层含义 肯定了/褒扬了/赞美了/歌颂了或批判了/讽刺了/
否定了/反驳了，或者给了我们。。。。。的印象、启示，道理等。

联系上下文、主题、作者意图，蕴涵有什么道理、思想、感

情等

准则：词不离句。解释词语必须回到文章中去，在词语

所在的特定语言环境中进行理解。决不可随意揣测。

做题步骤是

（1）看清题干要求，锁定词语。

（2）回到文中，还原词语位置。

（3）划定语言环境，前后勾连，综合信息。

（4）组织语言，完成答案。做词语赏析类试题时，

“×”词好在哪里？答题方式：

用了“××”词，生动地（准确地）说明了……事物

的……

特征，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符合实际情况，具有科学性）。

词语品味 关键性词语的分析：

A了解词性感情色彩，揣摩词语所表达的喜怒哀乐。

B.分析修辞 如比喻、拟人等，体会词语的形象含蓄。

若没有则不写这一点。

结合特定语境，分析词语的含义

如《七根火柴》有一句话：“他(卢进勇)苦恼地叹了

口气……咒骂着这鬼天气!”联系特定语境，“苦恼”是

因为掉队；“咒骂”表示他急于赶上部队的迫切心情。

这里真实地刻画了一个革命战士急于归队的情感。

要注意词语感情色彩，词本义、引申义、比喻义一词

多义等。如《藤野先生》一文中“宛如小姑娘的发髻

一…实在标致极了”。可知

作者决非赞赏清国留学生的风度，而是讥嘲其丑态。“标

致”是反语。

3．注意动、形容词副词运用，把握指代词含义。会

加以辨析。

4．注意句中的言外之意。如《故乡》“我只觉得我四

周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句中的“高墙”是

比喻的说法，这里既包含着作者对故乡的失望，也包含

着和故乡人们的隔膜，而造成这种隔膜的原因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等级观念,这正是作者苦闷所在，也是文

章揭示的主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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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词义

比较两个词含义上的差别

结合句子分析为何要用该

词

强调突出了或限制说明了或修饰限制了+句子具体表达

效果，哪个表达效果更好，更能形象或恰如其分地表现某物

某特点

表述：强调突出是首选，表达情感是关键。设身处地想

一想，上下文要联系密。双重含义要答全。

作用：扣住人物性格，把握人物心理，紧密联系中心。

口诀：先本义，后深义，或引申，或比喻。感情色彩仔

细看，有无反语讽刺义。言外义，拟人义，比喻义，拟人义，

生动形象别忘记。，

矛盾词语要注意 矛盾词语分开议

两种形式：

⑴ 同词语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比较

（2）相同语言环境中不同词语的比较

结合语境比较法 如词语的作用、词语的含义、

词语的感情色彩等。适用于看前后联系，置换词语；

根据要求，归类词语。

重要句子含意

所谓理解句子，它包括三

层次意思：

表层意义

句内意义也是语境意义和

临时意义

句外意义（言外之意），即

言在此而意在彼而产生的意

义。

“重要句子”，是指它们在

文中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性语

句，它直接关系到正确理解

文意，把握文章思想内容。

分清句子的类型：

答题思路：找到原句,读这句话大前两句和后三句，一般答案

在次范围 方法: 1.这句话的运用手法及作用

2.这句话本身的意思

3.这句话在文中的意义及作用

一些句子的含义有时比较深奥，需要想到其特殊性，如果

是比喻，则应该找到本句中的本体，化抽象为具体来说明什

么道理；如果是象征，其含蓄而形象地显示了对象的什么特

点。可能在结构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总结上文、引起下

文、承上启下）、有时受文章写作 背景和思想内容的制约上

下文难以理解句子的含义，还需结合文章的时代背景、主题

等内容加以理解。

多为揭示文章主旨、体现行文思路、传达作者情感、蕴涵

丰富意味的语句。

分析语言特点

句子在语言方面常见的有以下特点：有的准确生动（或平

句子品味：

A.看句子是否富有哲理：如果富有哲理，可以从它带

给你的

分析句式特点和修辞的作用

常见的句式特点有：长短句结合、句子对仗工整、

双重否定句、排比句、反问句等。修辞常见的有八种（即

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

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起到作用各不相同。

如比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点，用具体的、浅显的、

熟知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其作

用表现在能将表达的内容说得生动具体形象，给人以鲜

明深刻的印象，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帮助人们

理解。又如排比，把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作用：

增强语言气势，加强表达效果。用它说理可使论述详尽，

条理清晰；用它抒情，能激发读者的感情，增强文章的

感染力；用它叙事写人，能使描写细腻深刻。

1、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春》)
赏析：“偷偷地”和“钻”写出了春草破土而出的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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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句子”通常指文眼，

主旨句，警策句等，实际上

关键语句还不止这些，如，

从文体的角度着眼，记叙文，

散文中抒情议论性的语句往

往是关键语句。

句子品味

句子在内容上的作用

（1）看看句子写的是什

么？

（2）其中表现了什么？

（3）和上下文有何联系？

（4）和中心有何联系？

注意：

内容上作用就不能答成

结构上的。

实），有的形象、生动、具体，也有的准确严密，通俗易懂、

幽默诙谐等

准确把握内容及思想情感

在赏析句子的答案中，内容及思想情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

结构方面的作用

一段话往往几层意思，各层意思之间如果要结构严谨，浑

然一体，某些词语或句子就起到此方面的作用。常见的有：

承上启下、前后呼应、总结上文等。句子依据用途或语气、

长短等分类，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主

动句和被动句、肯定句和否定句、设问句和反问句、一般语

序句和特殊语序句、长句和短句、单句和复句等

文体不同，句子的作用也不同：

在记叙文中，点明主旨或表达作者的主要感受；在议论文

中，表达中心论点及分论点；在说明文中，集中揭示说明对

象的特征或事理。有的句子还交代了原因或者之所以这样说

的依据。

修辞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2）结合句子语境。

劲，写出了不经意之间，春草已悄然而出的情景和作者

惊喜的感觉。同时，这样写使无意识、无情感的小草也

似乎有了意识，有了情感。“嫩嫩的，绿绿的”放在句

末，强调突出小草嫩绿的特点；使句子变得生动活泼，

富有生气。

2、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蟋们在这里弹琴。（《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

赏析：这句话运用了拟人修辞，把油蛉和蟋蟀人格

化，“低唱”、“弹琴”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油蛉和蟋蟀叫

声动听，写出了百草园充满生机，有无限的乐趣。

弄清楚句子在文中的位置，位置不同作用也不同：

1、文首：开篇点题；渲染气氛（记叙文小说），埋

下伏笔（记叙文小说），设置悬念（小说），为下文作辅

垫；总领下文；总起全文、引起下文、埋下伏笔、作铺

垫、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推动

情节发展 3、文末：点明中心（记叙文、小说）；深化主

题（记叙文、小说）；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文、小

说）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总结全文、点题、揭示主旨）、

突出主题、深化中心、使结构严谨

段落能否删掉

段落能否调换

答题方式：

不能调换（删掉），原文采用由……到……的顺序介绍事物，

调换（删掉）后不合逻辑。 （不合并什么逻辑简要指出）

1.判断能否删掉或调换（一般不行）

2.判断这些文段之间的顺序关系：并列关系、层进关

系、总

分关系、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环境描写的作用

对号入座回答：

是否烘托了人物的心情

是否渲染了气氛

是否设置了背景

是否烘托了人物形象

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在回答时必须结合当时当地

的时代背景，指出文段中环境描写的相关语句揭示了什

么样的社会现实。

《孔乙己》为例，开篇关于咸亨酒店格局及人物的介

绍便属于社会环境描写，它揭示了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福
建

升
学

指
南

微
信

公
众

号

（
ID

：
fje

du6
78

）



是否深化了主题

是否推动情节的发展。

交代时代背景、社会习俗、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注： 环境描写在结尾不起交代背景，

推动情节的作用。

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势利，为主人公的出场做了铺

垫。

环境描写对塑造人物的作用：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

然环境，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小说是以塑

造人物服务。一展示人物活动场所

二揭示产生人物性格的社会基础 三揭示决定人物行动

的因素 四预示人物的悲惨命运

自然环境作用

（景物描写）

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

的地点、季节、气候、时间

和景物、场景）作用：交代

时间背景、渲染气氛、表现

人物某性格、烘托人物某心

情、推动情节的发展、深化

主题

答题：

烘托、渲染……气氛，为下文埋下伏笔。

表现人物……的心情。

暗示。。。。社会环境。

结合具体语境：

设置了……的背景，烘托形象，深化主题，与开头形成照

应，使文章形象、生动、细腻，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增

强文章感染力。

散文中景物描写作用 用景物衬托所歌咏的对象的特征，

为后文作铺垫。

注：自然环境描写除了推动情节发展这一作用之外，其他

作用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它们包括：烘托人物心理活动，

烘托气氛，烘托人物性格。

烘托、渲染……气氛，为下文埋下伏笔。

《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

—悲凉气氛

表现人物……的心情。

我的叔叔于勒》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

从海里钻出来—表现人物沮丧失望的心情。

暗示社会环境。

《变色龙》“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

有”——暗示社会环境，反映沙皇统治的黑暗

人物描写

（语言 动作 外貌 神态 心理）表现了人物某种思想感情或某种性格特征

对比反问

排比

比喻拟人夸张等的作用

象征的作用

突出或强调该对象的××

特征增强了气势。

生动形象地表现（描写）

该对象的××特征象征该事物某种精神（品质、思想）

通常答案由三部分组成，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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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鉴赏人物文章主旨

（谈谈自己对人物主题的认

识）

文章通过……的叙述或本文由…（某件事）写起，运用

了……表现了 揭示了 批判了 赞美了 劝诫……（某种思想

道理）。有时题目就可成为答案的一部分，而且是必须的内容。

陈述同意哪种观点，并阐明理由。

由文中××（言或行）表现该人物××精神（品质性格

思想个性）。

A 前半部分简要概括文章内容

①文章通过……的叙述；②本文由…（某件事）写起，

运用了……。

B 第二部分概括文章内容中蕴含着的思想意义：

C 陈述同意哪种观点，并阐明理由。在整体感知文本

的基础上，找出文

中能表现作者情感的句子和文章主题的句子，联系具体

材料展开回答。 注

意要通观全文，筛选重要信息，从人物言行中分析其中

蕴涵精神或品质。

记叙文表达方式和作用 记叙文的表达方式以记叙为主．兼用描写、议论、说明、抒情。

记叙文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

直接抒情是在记叙的基础上直接抒发自己对事物的思想感情。

间接抒情包括借景抒情，寄情于人、事、物，在叙述描写的字里行间自然渗透作者的感情。

记叙文中穿插议论

从表达方式入手分析

句意

使文章锦上添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文章末尾议论）揭示记叙的目的意义及文章主旨的作用；。

段与段之间用上一两句议论，起到承上启下的妙用。

议论文中记叙作为例证出现： 证明论点

说明文中的描写： 点燃作品使之生动的作用。

塑造人物手法及作用

答题方式：

本段运用了… …的描写手法, 塑造了(如果是侧面描写用

衬托)……形象，表现了……性格，体现了……精神品质等

塑造人物手法包括：语言、动作、神态、肖像、心理（正

面、侧面、细节）描写。

通过人物形象分析主题思想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矛盾，反映

现实生活，这里的“社会矛盾”与“现实生活”就是小

说反映的主题思想。因此，每一个形象的塑造都是有其

目的的，分析时如果能抓住人物形象，把作者塑造这个

形象的目的揭示出来，就能顺利达到分析主题思想的目

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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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方式作用类

记叙、描写、议论、说明、

抒情

抒情：引起读者的共鸣,深化中心，画龙点睛。 描写：身临其境,栩栩如生

说明：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叙文中议论：点明中心，升华主题

概括记叙文的中心 本文记叙了(描写了)……的故事(事迹、经过、事件、景物)，表现了（反映了、歌颂了、揭露了、批判了）……的

思想(性格、精神、实质)， 抒发了作者的 ……的感情。

概括文章主旨

提炼中心、主题

答题方式：

“通过…… 故事，歌颂（赞美）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揭示（或其它词要准确选择）了……的深刻

道理或主题内容。

注意体会本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以及蕴涵在文中的思想感情。注意一些常用词语，如概括主要内

容，一般用：本文记叙了…，描写了…，介绍了…，通过…，等等，如概括写作目的和思想感情，一般用：表达…、

抒发…、赞美…、歌颂…、揭露……、鞭挞…、讽刺…、说明…、揭示…、反映…等。我们也可以从文中去找，在文

章的每一段特别是第一段或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或最后一句，文章中富有哲理性的句子往往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

句子在文中的位置

位置不同作用不同

文首：

开篇点题；渲染气氛（记叙文、小说），埋下伏笔（记叙文、小说），设置悬念（小说），为下文作辅垫；总领

下文；总起全文、引起下文、埋下伏笔、作铺垫、

文中： 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推动情节发展

文末： 点明中心（记叙文、小说）；深化主题（记叙文、小说）；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文、小说）前后照应、

首尾呼应、总结全文、点题、揭示主旨）、突出主题、深化中心、使结构严谨

答题思路：

找到原句,读这句话大前两句和后三句，一般答案在次范围 文体不同，句子的作用也不同：在记叙文中，点明主

旨或表达作者的主要感受；在议论文中，表达中心论点及分论点；在说明文中，集中揭示说明对象的特征或事理。有

的句子还交代了原因或者之所以这样说的依据。

文章开头段某句作用

中间某段或句的作用

最后一段某句的作用。

答题方式：（结构和内容两方面）

第一段： 从结构上来说，是落笔点题，点明文章的中心，开门见山，总领全文，或起到引起下文的作

用；从内容上来说，是为下文作铺垫和衬托，为后面某某内容的描写打下伏笔。

中间某段： 在结构上是起到承上启下、过渡的作用。

最后一段或某句的作用： 总结全文，点明文章主旨，让人回味无穷，并与题目相照应。（注意读懂文章，非本文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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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要多答）

首段的作用

如果开篇即点题，首段的作用：

总括全文，点明题旨，或者表达与主旨相关的某种感情。如：《门》的首段：“开门和关门是人生中含意最深的

动作。在一扇扇门内，隐藏着何等样的奥秘！”

如果开篇没有点题，首段作用：开启或引出下文。如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藏根草》的首段：“好一座颇有古堡风度

的万佛阁，被人遗忘在大殿的背后，断了香火，受了冷落。”

如果首段连续发问，首段兼有引人入胜或发人深省的作用。

如果开篇即连续感叹，首段还兼有强烈的抒情作用。如《野菊花》的首段：“野菊花！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它不仅

总括全文，开篇点题，而且表达了作者的惊喜之情和对野菊花的赞美之情。

末段的作用

末段作用：总结全文，点明题旨，深化中心，呼应开头，或兼而有之。

如《普希金之画》的末段：“我忽然想起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尼古拉耶维奇说过的一句话：‘上帝给你一种才能，

一定还会给你所有的才能。’这是俄罗斯谚语，很耐人寻味。我想，才能应包括人的灵性与悟性。人对各种艺术是有通

感的，从通感到‘通才’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这一段正是作者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题旨的点化。

有时试题只针对最后一句发问偏偏又很含蓄，学生说的“看不懂”。“看不懂”正是写这一句的作用。要换一种委

婉的说法。，“作用（或好处）是委婉含蓄，意在言外，发人深省”。

此外放在末尾说明它可能与揭示主旨有关，只不过因其含蓄，所以它的作用不再是点明题旨，而是暗示主题。

除了上述两点，最后一句往往还具有强化作者感情的作用。如“简析篇末‘就会跪下来……’这句话在文中的含义及

其表达上的作用”，根据上述概括，其答案为“使文章在表达上显得委婉含蓄，发人深思；有戛然而止，意在言外的余

味；暗示主题，强化了作者的感情”。

中间段的作用

中间段如果比较短 结构上的作用：过渡 表达上的作用：衬托。

在较短的中间段中如果描写的物象（即散文写作的对象）并非选文的主要物象 表达作用：正面衬托（或烘托、

铺垫）。

如果中间段描述的次要物象与选文的主要物象在形象、意境或情感上不一致 表达作用：反衬。

如《痛哭和珍》：“作者在痛哭和珍时，也写到自己。她是怎样写自己的?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其作用肯定就是反

衬。再联系选文中 “烛光照着你的遗容，使渺小的我不敢抬起头来”，“自这大屠杀闭幕后，我早已丢失了，吓跑了，

自己终于不知道究竟去了哪里”等描写作者自己的语句，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以自己的渺小衬托出和珍的伟大，以自

己的胆怯衬托出和珍的英勇无畏。”

中间段如果比较长而且描写的是选文的主要物象 内容上的作用： 扩展思路，丰富内涵，具体展示，深化主

题或照应前文。

问文中某一具体情境下 答题方式：A 指出这一具体情境下蕴含着的思想意义，道理；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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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受体验做法。 B 结合文中具体的事例谈你的感受、体验、做法，并说明理由。

C 总结你的观点

文章写作特色： 从文章选材、结构布局、语言、立意等角度考虑，要结合该文写作的手法。

1 选材：材料典型、真实，详略得当，表现、突出了中心

2 结构布局：布局合理、巧妙、结构严谨，

3 语言：朴实或生动、形象、准确；或豪放或婉约；或清新或凝重；或直白或含蓄或流畅，修辞运用等。

把握不同文体的结构特点

记叙文：看时间的变化，看空间的变化，看感情的变化，看故事情节的变化，看文章内容的变化，看事物发展阶

段的进展……

议论文：内容有三部分（引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结构体式有四种（并列式、对照

式、层进式、总分式）。

说明文：抓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事理（逻辑）顺序等特点。

阅读体会体验启示见解

按总分总的顺序答题：

A 你从文中得到的收获、体会，明白的道理，可找出文中能表现作者情感的句子和文章主题的句子回答。

B 结合文中和生活中具体的事例、材料加以举例说明，阐明理由

C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 要注意观点正确、健康，注意言之有理。

表达作者怎样思想感情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的，也许写得比较含蓄或直抒胸臆。需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回答。依据文章的主要

内容，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依据含义深刻的语句、段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常见：歌颂、赞美、热爱、喜爱、感动、高兴、渴望、震撼、眷念、惆怅、淡淡的忧愁、惋惜、思念（怀念）故乡

和亲人、

或者是厌倦、憎恶、痛苦、惭愧、内疚、痛恨、伤心、悲痛、遗憾等。

如：文章语言朴实无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对索溪峪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蕴含在语句中的作者的态度，联系作者写作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文章的写作手法，主要内容、中心意思和结

构层次进行理解，尤其要联系句子或语段所在的上下文的具体语境理解。

例如《荔枝》作者写母亲剥荔枝时的动作：细致的描写突出了母亲一生的勤俭、辛劳。联系母亲临去世前舍不得吃

一颗荔枝的举动，母亲对儿孙深深的疼爱之情着实令人感动。

故事情节

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

故事情节对于人物塑造的作用：

情节是人物成长的历史，为人物服务，使人物性格得以表现，得以深化。而它本身也还有揭示作品思想的作用。

通过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表现了人物怎样的性格特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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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对于小说的作用：是引子，引出故事和意义。一篇小说，不管它人物如何生动，思想如何深刻，它的外在

形式还是故事，人物和思想都要随着故事的发生发展。如：“赌”完全程之后我们发觉，“暴君”因浮躁而自食恶果，

而“哲人”则因坚毅谦卑而最终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春天，整个情节都是围绕“暴君”的浮躁与“哲人”的平和心态而

展开的。

评价、赏析一句话 先评写作特色、语言特色，如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语言或生动或优美或讲求对称或准确严密等等

再评思想内涵，即阐明这一句表达了什么观点，给你什么感受、启迪、教育等。

也可从分析关键词入手，着重体会关键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说明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说明内容、说明对象的特征和说明文语言的特色（准确、生动）。

记叙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文章所渲染的特定气氛、表达的感情、人物形象的特点等。

议论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论点（或是全文的中心论点，或是所在段的分论点）以及议论文语言的特色。

特殊语句表示关系作用 句中用了关联词“虽然……但是……”这组关联词： 转折关系 关联词“不但……而且……”之类这类关联词：

递进关系

两者用意都在于： 强调后者。

倒装句的作用：往往是强调前置（即调到前面）的部分，例如：“甚矣，汝之不惠”就是为了强调“汝之不惠”的

程度是“甚矣”。又如“并不见佳，我以为”一句是为旗帜鲜明地强调作者对“雷峰夕照”这一胜景的评价是“并不见

佳”。

欣赏文学作品 要侧重主观体验。小说的欣赏重点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把握、故事情节的梳理、环境描写的分析，其次还有表现

手法和语言特点。

某一物象作标题作用

由实而虚的作用

写人的散文中如果用某一物象作标题一般具有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串起主人翁的一生 二是象征某种哲理，表现某种情思。

如在《向日葵》一文中，以“向日葵”为题目，不外乎串起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人生感悟，同时借向日葵表

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由实而虚的基本作用：从人们熟悉的实体写到蕴含哲理的象征体，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便于读者的理解逐步深入。

结合具体语境，把“实体”和“象征体”变换成具体的写作对象，答案便呼之欲出。如：“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门，是读

者最熟悉的；赋予象征意义的门，蕴含深刻的哲理。从最熟悉的讲起，便于读者理解和认识深化”。

引用古诗文格言的作用 具有论证观点、阐明事理的作用。引用诗文格言属于引证法。 对引用史实和古诗文而言还有丰富文章的内涵,，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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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采等作用。

插入史实或某事件作用

反思历史，以古证今或借古讽今

如果在史实前后总结性语句，则具有例证的作用。如《微山湖上静悄悄》开篇提出三段史实的作用就是举例证明开

篇的基本观点。

插入某一事件有时是：引出下文的议论或抒情，所以在结构上往往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同时还在内容上具有

深化或启迪作用，一般表示对生命、生活或事业的积极而深入的思考。如《春从心出》 ‘朋友打来电话’这件事，在

内容和结构上分别起了什么作用？”其结构上的作用无疑是“起过渡作用”，并“引发议论以深化作者的思考”；其内

容上的作用则是“启示人们要热爱生命，感悟生活，诗意地看待生活”。

第二人称的作用 拟人的意味，使语言生动；便于直抒胸臆或直接对话。如 将长城拟人化：①便于与长城对话，②便于抒发感情。

点题 指写文章在关键的地方，用最简明扼要的话交代、提示或点明文章的意旨，点题就是提示文章的中心思想。

关键句子

①点明题旨的句子；②描写、议论、抒情的句子；③总结全文的句子；④起承转合的句子（如相互照应的句子和起

承上启下作用的过渡句）；⑤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句子（如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反语、设问、反

问，特别是引用的句子）。理解关键句子主要是指能体味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如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喜怒哀乐、

褒贬态度及思想倾向等。同时要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功能、作用、特点。指明语句所用的写作方法：一定要注意文体特

征和名词使用的准确性。

文段中主人公的判断 原则：必须依据本文的主题。例如：《孔乙己》——“孔乙己”。

散文（包括杂文、通讯、一般记叙文）中的“我”等于作者本人；

小说中的“我”不等于作者本人，是作品中的‘我“，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通过虚构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根据短文观点补充举例 回答格式： 人物＋事例＋简短评价

可举名人事例，有更大的说服力，并能展示出自己的知识面，但一定要写准确人物、事件，切忌张冠李戴。

可举凡人事例，可以编造，但要注意具有真实感，切忌过于夸大，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乱造的。

划分段落、层次

概括段意、层意

判断文段的说明中心

（说明文内容）

要注意理清文章的线索，借助文章中的过渡性的段落、句子和词语，表示时间变化的语句，表地点转换的语句，

还要注意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

答题方式：

本句用了……的说明方法，生动形象（不是如此不写）或具体直观、深入浅出（科学准确）地说明了……（说明内

容），使读者……。

实物说明文：说明对象＋对象的特征

事理说明文：关于…… ……的道理（原因、方法、原理等）

程序说明文：…… ……的操作或实验或制作的过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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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中词语作用的认

识与辨析：

Ａ“××”词好在哪里？

Ｂ“×”词能不能删掉？

答题方式：用了“××”词，生动地（准确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符合实际情

况，具有科学性）。

答题方式：

1．不能，用了“××”词，生动地说明了……，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去掉就没有这种效果。

2．不能，删掉“×”词，句意就变成了…，显得太绝对化；用了“×”词，准确地说明了…，符合实际情况，留

有余地，具有科学性。体现了语言的准确严密。

四步: 1:判断,一般是不能删 2:解释这个词语在这句话中的含义,在程度.状态.性质.范围等方面加以限制. 3.比

较：即比较删掉这个词语与没有删掉以前的区别，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句子进行分析，意思变为“…“，与实际不符，

不符合原意等 4 结尾一定要有这样的句子：这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严密性准确性与科学性。

说明文主观题及解答

１、对文中的内容进行简明、准确的改写。如：根据提示给事物下定义、文字图表式处理、图表文字化、简要概述

所举例子等。

２、对文中内容进行合理的补写。如：加标题、结合语境补写句子、对文章说明的对象按要求进行补充说明。

３、联系实际举例说明。（要符合文段的说明中心的要求）

４、对文章说明的现象提出合理化建议与设想。（要有科学性，切忌胡编乱造）

５、对语言的表达特色进行评说。（结合说明顺序、说明方法、说明文语言特色来考虑）

重要句子作用汇总

1、首句——统领全文、提纲挈领、引出下文，为后文做铺垫、埋下伏笔；

2、尾句——总结全文，深化主题，照应上文，前后呼应，言有尽而意无穷，回味深长。

3、转承句——承上启下，过渡，承接上文，引出下文；

4、中心句——点明中心、揭示主旨；

5、点睛句——点明全文中心，统领全文；句子含义深刻，耐人寻味，读后能给人以启迪。

6、情感句——抒发强烈内在情感，直抒胸臆；

7、矛盾句——从字面上看自相矛盾，但作者却寄寓了深刻的用意。揭示深刻内涵，表达深刻见解。

识别提炼中心论点

分论点

论点出现的形式和位置

论点应该是明确的判断，是作者看法的完整陈述，在形式上应该是较完整的句子。

位置：①标题、②开头、③篇末、④论述过程中（注意承上启下的过渡句）、⑤表述不集中，需要概括。

当碰到文中没有现成的表达论点的句子时方法：需要在准确理解全文内容的基础上，抽取文章核心，依据论题和论

据，参考作者要解决的问题，准确判断和提炼作者的观点，然后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

注意：有些文章中表达中心论点意思的句子不止一句，需要加以比较，找出最简洁、最明确的句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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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据与论点的关系

辨识论证方法，分析其作用

答题方式：本文（段）的论点是…，这里所列举的…属（事实或道理）论据，是为了从（反面或正面）证明这个论

点，……

答题方式：这一段（一句）运用了……论证方法，论证了……（论点），显得……（好处）。

回答这类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常见的几种论证方法的概念，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然后结合语境，具体内容具体分

析。

仿照原文中论点（分论点）

句式，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

回答这类问题，首先要整体感知文章的内容，再根据阅读文章的启示获取独特体验，最后用规定的句式表述出来，

并构成一个论点（分论点）。这种题目既考查联想能力，又考查语言表达能力，还考查把握分论点与中心论点关系的

能力。

开放性阅读试题的解答

这类试题实际就是要考查学生对选文内容或重要句子的感悟能力。

１、要求根据选文材料谈看法、感受和启示；

２、结合实际阐述对选文内容的理解；

３、对文中的人物进行评说；

４、根据生活、学习经验，判断优劣，对选文材料谈自己独到的见解；

５、联系实际对文中说明的现象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设想；

６、调动知识的积累，考查选文材料由内向外的延伸和课本外与内的联系（如理解选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作

品中的文学典型、名句等）；

７、发挥联想、想象补写有关内容；

８、对文中的艺术手法或美点进行赏析。

想象、看法类试题解答

试题在考查学生语文阅读能力、分析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着重考查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下

文，结合具体的语境，正确把握人物、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心里活动，展开自然、合理的想像。

看法类试题一般的问题是“谈谈你的看法”、“你认为……”，而所给的答案往往都是“言之成理即可得分”。对这

类开放性试题，只要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就行。表达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生活实际。还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这样才不至于“走火”。

答题时还可以用“我认为……。比如……”。先用“我认为……。”言简意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再用“比如”之

类的词语，运用举例论证或道理论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给阅卷老师留下观点鲜明之感，而且给人以条理清楚，论证

有力的良好印象。

怎样给文章拟合适的标题或谈谈标题的好处/作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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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作品阅读题型 通读全文明确说明对象以及对象的性质、功能、状态，还可联系中心句和关键词，还可以结合文段的开头和结尾

中的关键词句进行分析，再加以概括出说明的内容或中心。作为标题，一般都是点明说明对象，表明说明对象的特征

或功用，有些标题还以形象的说法起到吸引读者的作用。

怎样概括说明对象的特点：如请用自己的话概括“隐居森林冀龙”的特征：

应抓住文段中的段落和层次，从每段（或每层）中抓住中心句或关键词语加以整理。一般情况下，文段的开头（或

各段的第一句）和结尾（或各段最后一句）往往说明了对象的特点。利用自己在阅读全文时所捕捉到的信息，进行筛

选和整合，加以概括，做出答案。

从文段介绍内容中，分析其

说明的是什么 采用概括的方法，从说明文这一类文体来看，常常是说明对象的性质、功能、状态等方面，还有的是说明来历，

变迁等，从说明的内容上进行概括

说明方法和所起的作用 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打比方、分类别、作诠释、下定义、画图表、引用等常见的说明方法中准确判断出它

的类别。

说明方法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对象的特征功用等，可沿溯上文，联系与它紧密相连的句子作答。

从文段中找出指代的内容 从该代词的前面看这个代词所指的内容。有时则需要对应该词的含义范围等，从上文筛选信息，进行整理概括。（仔

细准确）

在说明开头文段或中间叙

述有关故事何作用

回答：目的一般是为了引出说明的对象。在段中叙述故事，一般是为了增强说明文的生动性，也是为了使说明的

事物更准确。

理解某语句在文中含义 回答：把握语句中的关键词语，放回原文，联系语境，上

下文中找到相对应的信息。有时答案可能就在紧密相连的上

下句，但有时要联系上下文，把信息筛选出来，进行整理概

括。

如 为什么说“这是一块孕育着财富和梦想却一直被

自然掖藏着的新大陆？）只找到上下句的内容，就只回

答了语句中的”孕育着财富和梦想“，而对于”一直被

自然掖藏“，则要从后面语段中去获取和概括信息了。

给被说明对象下定义 常用判断句“xx 是 xx”的句式。先确定句子主干，再添加表示说明对象特征、性质、功用、状态等修饰成分，准

确、严密、简明。

怎样把握说明内容，理清

选文的思路

先要对每一段的内容了解并对其进行归纳和概括，

再对每一段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理清其行文思路，结构特点（因为有的是采用总分式，有的是总分总式，还有的

又是分总式）。注意一些标志性词语的使用。如表示先后关系的“首先”、“其次”、“再其次”等，都可以使文章条

理清晰，便于读者准确把握说明的内容、顺序和写作思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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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点词关键词能否去掉

分析句中加点词语表达作用
先回答加点词的意思，指出该词在说明文段中语境中的含义及表现力，再从能否去掉（不能去的情况较多）后，

所产生的影响，或用了该词后所起的作用上说明。

怎样给文段补充一个过渡句 抓住上下段说明的内容，如主要是引出下文，即可以设问句的形式提出“为什么会（要）……呢？”如是承上启

下，则要把上下语段的内容用一句话串联起来。

问前后的内容（所介绍的

对象）是否矛盾

从内容和角度这两方面思考，就能说出是否矛盾了。如划线句“2691 平方公里”与“300 里”这两个数字是否相

矛盾？讲明理由。

如何解答各类开放题 根据文章内容进行合理推断大胆想象；由文章内容延伸到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的相关现象进行评价；对人类关注

的环境、环保等提出解决办法。

拟写警示语、广告语、建议等；联系文章和链接材料等等。要加强整体把握，重视对文本的领会感悟，善于发现知

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拓宽思路，深入探究，广泛联想，大胆创新。但又要有的放矢，合理恰当，不违背常识，联

系文章内涵，用自己语言来表达。

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多次

出现,作者有何用意

可能是中心句

可能与作者要表达或抒发的意境有联系

也可能是每段的总结局(中心句) 要针对具体情况展开解答，自己做题中体会

不同文体的结构特点

记叙文：

看时间的变化，看空间的变化，看感情的变化，看故事情节的变化，看文章内容的变化，看事物发展阶段的进展……

议论文：

内容有三部分（引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

结构体式有四种（并列式、对照式、层进式、总分式）。

议论文段最常见的结构是：提出观点—列举论据——分析问题，了解这些结构特点，有助于更顺利地掌握文段的

思路。议论文的文章的结构：总分总、总分、分总；分的部分常常有并列式、递进式。

说明文：抓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事理（逻辑）顺序等特点。

段意的归纳 记叙文：回答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时间＋地点）＋人＋事。

说明文：回答清楚说明对象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格式：说明（介绍）＋说明对象＋说明内容（特点）

议论文：回答清楚议论的问题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怎样， 格式：用什么论证方法证明了（论证了）＋论点

破折号用法：提示、注释、总结、递进、话题转换、插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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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作用复习 表示 1、表示底下是解释说明的部分，有括号的作用；2、表示意思的递进；3、表示意思的转折。

引号的作用：引用；强调；特定称谓；否定、讽刺、反语

表示 1、表示引用的部分；2、表示特定的称谓；3、表示要着重指出的部分；4、表示讽刺或否定的意思。

5. 表示着重论述的对象 表示特殊含义需要强调

省略号表示文中省略的部分；用于引文的省略 标志话没有说完（有时又作语意未尽） 省略同类词句

比较阅读理解 相似内容的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对于这种类型的题目，我们可以从文章的内容、写作特色、感情基调等方面进行比

较。

结合修辞手法理解词语 比喻：把陌生的东西变为熟悉的东西，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抽象的事理具体化、形象化。

对比：把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的对立揭示出来，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排比：增强文章气势。

夸张：深刻、生动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增强语言的感染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特别解释词语的技巧 （1）同义互解。同样的意思，同一篇文章中常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句形式反复表达，即形成“同义互解”。

（2）连义互解。语义上下连贯，相承相递，也可以构成“互解”关系。

解题思路：（1）确认指定语段所用的具体的表达方式。（2）明确五种表达(记叙、议论、说明、描写、抒情)中具体分类及作用，以便答题时

明确方向。如下表：

表达方式 主要作用 表达方式 主要作用

肖像描写 以形传神 工笔细描 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具体生

动

动作描写 表现人物性格特点 细节描写 准确传神鲜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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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描写 言为心声，表现人物性格特点插叙 内容丰富，深化主题，曲折有

致

心理描写 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倒叙 设置悬念，吸引兴趣，波澜起

伏

景物描写 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寄托感

情

叙后议论 画龙点睛，点明题旨

白描 简笔勾勒，简洁准确传神 比喻论证 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直接抒情 直抒胸臆 间接抒情 寓情于景，物事含蓄

思考角度：

1 勾连上下文的线索作用； ②对内容的充实作用； ③主旨的深化升华作用；④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

答题 16 字兵法：

l渲染气氛 2 衬托心情(1、2 必答) 3 交代背景 4推动情节(3、4 选答) 答题模式：

渲染了+原文中的字词+的气氛 衬托了+原文中的字词+的心情 交代了+原文中的字词+的背景 推动了+原文中的字词+的情

节

注：l、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方法注意三点；尽量从原文找答案，如果没有。通过细节描写找答案。

附

一、表达方式

1记叙―――散文中，为表达主旨作铺垫。

2抒情（直接、间接）―――往往是文章的主要情感，文章的主旨。在开头起定基调的作用；在结尾，往往使文章升华。

3描写（细描，白描；正面，侧面；人物描写）―――散文中，主要是使人物或事物更加形象，更好地表达主旨。

4议论――开头或结尾的议论往往是文章的主旨；文章中间的议论，常起过渡、引出主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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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人称：叙述亲切自然，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给读者以真实生动之感。

2.第二人称：增强文章的抒情性和亲切感，便于感情交流。

3.第三人称：能比较直接地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反映现实比较灵活自由。

三、叙述方式

1.顺叙：能按某一顺序(时间或空间)较清楚地进行记叙。

2.倒叙：造成悬念，引人入胜。

3.插叙：对主要情节或中心事件做必要的铺垫照应，补充说明，使情节更加完整，结构更加严密，内容更加充实丰满。

4.补叙：对上文内容加以补充解释，对下文做某些交代。

5.平叙：(指叙述两件或多件同时发生的事)使头绪清楚，照应得体。

四、描写

1.人物肖像、动作描写：更好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

2.景物描写：具体描写自然风光，营造一种气氛，烘托人物的情感和思想。

3.环境、场面描写：交代人物活动的背景，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渲染气氛，更好地表现人物。

4.人物对话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活动，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可描摹人物的语态

五、修辞手法

1.比喻：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

2.比拟：色彩显明，描写形象，表意丰富。

3.借代：以简代繁，以实代虚，以奇代凡。

4.夸张：烘托气氛，增强感染力，增强联想；创造气氛，揭示本质，给人以启示。

5.对偶：便于吟诵，易于记忆，使词句有音乐感；表意凝练，抒情酣畅。

6.排比：内容集中，增强气势；叙事透辟，条分缕析；长于抒情。

7.反复：写景抒情感染力强；承上启下，分清层次；多次强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8.对比：使所表现的事物特征或所阐述的道理观点更鲜明、更突出。

9.设问：自问自答，提出问题，引发读者的思考。

10.反问：强调语气，语气强烈，强化情感。

六、表现手法

1、象征，借助某一具体事物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感情，特点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某一特点（内容）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

现，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象征手法的“托义于物”也就是“借此言彼”，主旨含而不露，隐而不晦。

2、衬托，是指不直接地对主要的人物或事物进行描写，而是对其背景、与之相关的人或事物加以描绘，使其形象突出，这种写法除了利用反差

对比使主要形象更加鲜明外，还会使文章曲折含蓄，独具风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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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抑后扬，引发好奇，感情铺垫，引发好奇。

4、托物言志，作者在对事物的进行描绘的过程中，非常巧妙地寄托作者个人的情感和理念，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事物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

感，含蓄、哲理和暗示性，使读者在欣赏中获得独特的美感享受。

5、借景抒情，通过景物的描写，来衬托作者或喜或悲的情感。

6、虚实结合，可以抓住重点，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更鲜明的刻画人物的性格，凸现事物、景物的特点，更集中地揭示题旨。结构紧凑，

笔墨集中。

7、动静相衬，动衬静，静衬动，生动的烘托作用，相得益彰。

8、以小见大，由平凡细微的事情反映重大的主题，突出表现中心，更有震撼力。

9、渲染烘托，渲染，是指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外形、行为、心理、语言或事件、环境、景物等作多方面的挥洒铺陈，集中描写，突出人或事物的

本质特点，用以加深主题的一种表现手法。衬托是指不直接地对主要的人物或事物进行描写，而是对其背景，与之相关的人或事物加以描绘，

使其形象突出。这种写法除了利用反差对比使主要形象更加鲜明外，还会使文章曲折含蓄，独具风格。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二者的不

同点：渲染在于对某种事物的有意重彩泼墨式的描写；衬托却是通过与之有关的其他事物的描写，对该事物起到映衬作用。二者也有相交叉

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有时用渲染的方法意在起到烘托的作用；对用来衬托的其他事物也可以用渲染的手法来描写。

10、联想想象，所谓联想，就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所谓想象，就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联想想象经

常在一起使用，可以使文章内容更为丰富，形象更丰满、生动，增添文章的艺术表现力

什么叫做线索

怎么找线索？记叙文的线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人物为线索，以事件为线索，以行踪为线索，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或作者思想感情的变

化为线索，等等。分析线索有助于把握行文的思路和全文的结构。它是指贯穿全文联缀人物和事件的序，起贯穿作用的事物。一般地说，贯穿全文

的是两种东西，一是中心思想，它是文章的神，是隐性的，内在的，无形的；一是线索，它作用于文章的形，是显性的，外在的，有形的，在语言

上有一系列外在的标志。简言之，线索即为文章的感情线索，抑或是文章的叙事线索（结构线索）。

三大绝招抓线索阅读技巧点拨

第一招：标题关联分析法。这是抓线索的第一招，从“文章的眼睛”也就是题目入手，依据题目和内容的关系，直接抓住线索。如沈复的《幼

时记趣》一个“趣”字贯穿全文。

第二招：语言标志揣摩法。线索就是带领读者走入文章的路径，往往有一定的标志。只要你找到指明路径方向的一些“路标”词句就找到了线

索。如老舍先生的名作《骆驼祥子》第十一节中有这样一些词语：“祭灶那天下午……到快掌灯的时候，风更小了些，天上落着稀疏的雪花……七点

以后……大概有九点钟了……雪已下了寸多厚，祥子低着头。处处洁白，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这些加点的词语就像一个个路标。此外，

表示空间转换、情感变化、角色变换的一些“路标”词语都有一定的规律性，用心即可。

第三招：分析归纳提炼法。前两种方法都很容易掌握，但文章的线索有时会比较复杂,甚至有两条。所以必须掌握相关知识，再加以综合归纳。

文章的线索有以下几种：以事物为引子，串联情节；以人物为眼线，安排发展；以事件为轴心，展开故事；以感情为动力，推动向前；以及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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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线索、以地点的转移为线索，还有的线索复杂些,有明、暗之分。如鲁迅先生名作《藤野先生》，明线是鲁迅先生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

相知、怀念，暗线是鲁迅先生崇高的爱国情感……要通过阅读，整体分析判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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