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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体裁？此文是一篇。 

诗歌、小说、散文(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剧本、说明文、议论文 

2．记叙文六要素？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3．找主题句? 

找首段或尾段的议论抒情句。 

4．文章内容？ 

方法：看题目、人物（事物）、事件，进行综合、概括。 

答：此文记叙了（描写了、说明了）……,表现了(赞美了、揭示

了)……。 

5．材料组织特点？ 

紧紧围绕中心选取典型事件，剪裁得体，详略得当。 

6．划分层次？ 

（1）按时间划分（找表示时间的短语） 

（2）按地点划分（找表示地点的短语） 

（3）按事情发展过程（找各个事件） 

（4）总分总（掐头去尾） 

7．记叙线索及作用？ 

线索：（1）核心人物（2）核心事物(3)核心事件（4）时间（5）

地点（6）作者的情感 

作用：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一起，

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清晰。 

8．为文章拟标题。 

找文章的线索或中心 

（1）核心人物（2）核心事物(3)核心事件（6）作者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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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填写读书卡片。 

按各项要求上原文寻找，再填写。注意原文的标题、作者、出版

社等项（有时在括号内）。 

10．记叙顺序及作用？ 

（1）顺叙（按事情发展先后顺序） 

作用：叙事有头有尾，条理清晰，读起来脉络清楚、印象深刻。 

（2）倒叙（先写结果，再交待前面发生的事。） 

作用：造成悬念、吸引读者，避免叙述的平板单调，增强文章的

生动性。 

（3）插叙（叙事时中断线索，插入相关的另一件事。） 

作用：对情节起补充、衬托作用，丰富形象，突出中心。 

（4）平叙（略） 

11．语言特色？ 

结合语境和修辞方法从下列语句中选择： 

形象生动、清新优美、简洁凝练、准确严密、精辟深刻、通俗易

懂、音韵和谐、节奏感强。 

注：必须结合具体语句分析。 

12．写作手法及作用？ 

（1）拟人手法 

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化，从而达

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2）比喻手法 

形象生动、简洁凝练地描写事物、讲解道理。 

（3）夸张手法 

突出人或事物的特征，揭示本质，给读者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 

（4）象征手法 

把特定的意义寄托在所描写的事物上，表达了……的情感，增强了

文章的表现力。 

（5）对比手法 

通过比较，突出事物的特点，更好地表现文章的主题。 



（6）衬托（侧面烘托）手法 

以次要的人或事物衬托主要的人或事物，突出主要的人或事物的

特点、性格、思想、感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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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讽刺手法 

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段和方法对人或事物进行揭露、批判和嘲笑，

加强深刻性和批判性，使语言辛辣幽默。 

（8）欲扬先抑 

先贬抑再大力颂扬所描写的对象，上下文形成对比，突出所写的

对象，收到出人意料的感人效果。 

（9）前后照应（首尾呼应） 

使情节完整、结构严谨、中心突出。 

13．修辞方法及作用 

（1）比喻：形象生动、简洁凝练地描写事物、讲解道理。 

（2）拟人：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

化，从而达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3）夸张：突出特征，揭示本质，给读者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 

（4）排比：条理清晰，节奏鲜明，增强语势，长于抒情。 

（5）对偶：形式整齐，音韵和谐，互相映衬，互为补充。 

（6）反复：强调某种意思，强烈抒情，富有感染力。 

（7）设问：自问自答，引人注意，启发思考。 

（8）反问：态度鲜明，加强语气，强烈抒情。 

注：必须结合相关语句分析。 

14．具体词语的含义与作用？ 

方法:联系词语本义，解释在文中的含义，找出其指代的具体内容。 

答：“××”一词原指……，这里指……，起到了……的作用。 

15．句子含义？ 

抓住关键词，分析它的特点及含义，联系上下文再解释。 

16．句子在结构上的作用？ 

（1）承接上文 



（2）开启下文（引出下文） 

（3）承上启下（过渡） 

（4）为后文作铺垫 

17．表达方式？ 

记叙、议论、抒情、描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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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记叙文中议论的作用？ 

引发读者思考，点明人物或事件的意义，突出中心，升华主题，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9．记叙文中抒情的作用？ 

抒发作者真挚深沉的情感，引发读者的感情共鸣，使文章具有强

大的感染力。 

20．描写的种类及作用？ 

种类： 

（1）肖像描写（2）外貌描写（3）神态描写（4）动作描写 

（5）语言（对话）描写（7）心理描写（8）景物描写 

（9）场景描写（10）环境描写（11）细节描写 

作用：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揭示文章主题。 

21.散文特点? 

形散而神不散。 

22．散文种类？ 

（1）叙事散文（2）抒情散文 

23.小说种类？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 

24．小说三要素？ 

人物、环境、情节 

25．环境的种类及作用？ 

（1）自然环境 

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人物活动的空间，衬托人物的心情。 

（2）社会环境 



交代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衬托人物性格，推动情节

发展， 

揭示文章主题。 

26．情节由哪几部分构成？ 

（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 

27．续写小说结尾。 

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规律续写，要简洁含蓄，富有哲理，引

人深思。议论文阅读技巧㈠论点（证明什么） 

论点应该是明确的判断，是作者看法的完整表述，在形式上是个

完整的句子。论点一般是用判断句的形式表达的。 

1.中心论点 1 个（统帅分论点） 

⑴明确： 

分论点 n 个（补充和证明中心论点）] 

⑵方法 

①从位置上找：Ⅰ标题；Ⅱ开篇；Ⅲ中间；Ⅳ结尾。 

②分析文章的论据。（可用于检验预想的论点是否恰当） 

③摘录法（只有分论点，而无中心论点） 

2.分析论点是怎样提出的 

①摆事实讲道理后归结论点； 

②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 

③针对生活中存在的现象，提出论题，通过分析论述，归结出中

心论点； 

④叙述作者的一段经历湖，归结出中心论点； 

⑤作者从故事中提出问题，然后一步步分析推论，最后得出结论，

提出中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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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论据（用什么证明） 

⑴论据的类型：①事实论据（举例后要总结，概述论据要紧扣论

点）；②道理论据（引用名言要分析）。 

⑵论据要真实、可靠，典型（学科、国别、古今等）。 



⑶次序安排（照应论点）； 

⑷判断论据能否证明论点； 

⑸补充论据（要能证明论点）。 

㈢论证（怎样证明） 

⑴论证方法 

①举例论证（例证法）事实论据记叙 

②道理论证（引证法和说理）道理论据议论 

③对比论证（其本身也可以是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 

④喻证法比喻 

⑵分析论证过程 

①论点是怎样提出的； 

②论点是怎样被证明的（用了哪些道理和事实，是否有正反两面

的分析说理）；③联系全文的结构，是否有总结。 

⑶论证的完整性（答：使论证更加全面完整，避免产生误解） 

⑷分析论证的作用：证明该段的论点。 

议论文的结构 

⑴一般形式：①引论（提出问题）；②本论（分析问题）；③结

论（解决问题）。 

⑵类型 

①并列式：Ⅰ总分总；Ⅱ总分；Ⅲ分总。 

②递进式。 

㈤议论文的语言 

⑴严密（修饰性、限制性的语言的运用）； 

⑵生动（成语、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⑶词序（从生活逻辑和上下文的照应上判断）； 

⑷句序（关联词语的使用，特别要注意递进关系）。 

㈥驳论文的阅读 

⑴作者要批驳的错误观点是什么？ 

⑵作者是怎样进行批驳的，用了那些道理和论据； 

⑶由此，作者树立的正确的观点是什么？中考说明文阅读指导一、



掌握说明文的文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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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说明对象，分清说明对象是事物还是事理。 

明确被说明事物的特征：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 

（二）、为了说明事物特征或说明事理，需要采用恰当的掌握几

种常见的说明方法，会分析在文中的作用： 

1．分类别：使说明的内容眉目清楚，避免重复交叉的现象。 

2．下定义：使读者对概念有确切的了解。 

3．作比较：用人们熟知的与所要说明的事物作比较，从而突出被

说明事物的特征。 

4．举例子：可使读者对说明对象的特征获得具体认识。 

5．打比方：可达到形象地说明事物的作用。 

6．列数字：可以准确地说明事物。 

7．配图表：使读者一目了然，非常直观地理解被说明的事物。 

8．引资料：能使说明的内容更具体、更充实。 

（三）、说明要有顺序: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程序顺序

是时间顺序的一种）、空间顺序、逻辑顺序。说明文的顺序，根据说

明的目的和对象，可以以一种顺序为主，兼用其他顺序。 

（四）、说明文的阅读还要注意结构。 

说明文的结构常见的形式有：“总（概说）——分（具体）”式、

“总——分——总”式、“分——总”式、并列式、递进式等。  

（五）、说明语言的准确性，是说明文语言的先决条件。 

准确性和多样性、灵活性并不矛盾，有的以平实见长，有的以生

动活泼见长。由于说明对象和作者语言风格的不同，说明的语言也是

多种多样的。或概括、或具体、或简洁、或丰腴、或精练、或详尽；

或平易朴实，或幽默风趣。总之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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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练习要点 

了解出题人的意图 

在考试中，每道题的设置都是有目的的，通过各类题型来考查我



们对各方面知识的掌握情况，阅读理解也是一样，它就是考察我们的

阅读速度，理解能力，总结归纳能力等等，所以我们在平时做练习的

时候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强化训练。 

加强日常阅读量和阅读速度 

在平时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读一些课外的书籍，比如散文、

杂志之类的，这些书会锻炼我们的阅读能力，同时在看书的时候要给

自己限定时间，这样做不仅能提升我们的阅读速度，还能拓宽我们的

知识面。 

多和别人沟通交流 

从表面上看沟通交流和阅读理解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事实上，

沟通就是理解对方的思想并作出快速反应的过程，多和他人交流就能

锻炼自己的语言理解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这些对阅读理解都有很大

帮助。 

阅读理解方法 

快速阅读全文，领会基本思想 

我们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首先要快速的将文章通读一遍，在读

的过程中要了解文章主要内容的是什么，要表达什么思想感情等等。 

带上问题去读全文 

了解了文章的大致内容之后，就要看后面的问题了，对每一道题

都要深刻理解，带着这些问题再次通读全文，在文章中把和问题有关

的内容标注出来。 

根据标记确定答案 

在标记完成之后，按照标记的顺序，详细的阅读，然后通过自己

对文章的理解，做出判断。 

高考语文阅读答题技巧归纳 

一、理解句子的含义谈谈自己读句子的体会——字面 +中心+生活

所谓“字面+ 中心+生活实际”指的是，先理解句子的字面意思，解释

句中的关键词语，连词成句；联系文章前后的内容来解释句子，联系

文章中心来理解句意，最后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谈感受，作者写

文章的目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说明一个道理，希望与我们达到



共鸣，我们要联系自己的生活，来谈体会。 

二、理解文章中心的方法 

1、写人是为了表达人物的思想、品质、精神，自己读文章的时候

用几个词语通俗的表达一下，提醒自己这几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能

忘记写。 

2、写景的文章多半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对祖国，对家乡……的爱

或者怀念。 

3、写事情的文章，主要表达的目的是情理，自己读时要多想几点，

尽量考虑周全，从文章中不同的人物身上找情理，站在不同的人物角

度思考问题。 

4、诗歌阅读多半抒情，自己看看作者是向谁抒情，根据不同的对

象抒发什么样的情感，表达要清楚。 

5、说明的阅读多半是提醒我们该怎么做，日后要注意什么，要考

虑多一些。 

6、寓言、童话多半是说明一个道理，一定藏在文中，自己要好好

领悟。 

三、回答问答题的方法 

1、回答“为什么”的题型： 

写清楚因为……所以……，这是答题的习惯。因为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文章内容，二是文章中心，每一方面至少都要考虑两点以上，或

者记住文中有几个人物就从每个人物身上找要点。 

2、回答“从哪里看出来……”的题型： 

首先找到问答中的关键词语，要就是“抓手”，然后在文中中间

勾画出来，再在这个关键词语的前后找语句回答，跟着记住一定要先

把语句抄下来，最后写自己的理解。 

四、概括段意（内容）的方法 

1、组合法：将每一段（层）的意思叠加起来，就是这一段的意思。

用谁干什么的语句来表达。 

2、摘抄法：找到这一段的中心句，一般是总起句或者总结句来概

括段意。 



、拓展法：文章中心句可以帮助你进行概括段意，找到每一段的

中心词和文章的中心词挂钩，用拓展法来概括即可。 

 

所谓“瞻前顾后”具体是指联系文章前后文的句子明确词义，在

具体语境中揣摩词义的变化，用自己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其实解释词语的方法有很多，找近、反义词；抓住关键词解释等，

在基础部分复习时大家一定会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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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诗词阅读解题技巧辅导 

古代的诗人喜欢用典，其原因一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为表

达委婉一些;二是以古喻今，更理直气壮一些;三是可以用较少的文字传

递较多的信息，使表达简明一些。 

清楚诗人的用典 

一般用典有两层含义：(1)用历史旧事，借古喻今;(2)引用或化用前

人诗句，既自明心迹，又丰富诗歌的意蕴，提高诗歌的文化品位，用

黄庭坚的话来说就是“脱胎换骨”。 

记诵诗歌鉴赏口诀 

从原作找到根据;从题干得到启示;从首联找到特点;从尾句参透主旨;

从景物把握情感;从意境洞察心胸。 

掌握诗歌鉴赏题的答题一般程序 

(1)认读感知。读诗后继续仔细阅读各个选择项，借助它们进一步

再去对材料做全面的理解，再去解题。另外，还要读标题，读注释，

弄清材料的背景或领悟作者的心情。 

(2)启动情思。熟悉材料以后，或联想，或想象，进一步体会诗歌

意境，同时对已知选项进行大胆筛选。比如，选择项中对一些典故或

前人诗句的解释，有些比较冷僻，有些比较牵强，则可以去掉;对作者

的评价过高或过小，或武断，或偏激的，也可视为“不恰当”。 

(3)单项核对。选择项中有的是解释或分析单项内容的，如对诗歌

中的修辞项的解释，我们就可以与诗句逐一核对，去掉那些无中生有

的，指鹿为马的。这样，又可为鉴赏扫除了一大障碍。 



辨析真伪。在提供的答案中，有时会出现似是而非，有时会出

现前是后非，有时还会出现自相矛盾，如选择项中出现“都”、“全

部”的判断词，我们就更要注意它是否能自圆其说，结合全诗内容去

伪存真。 

温馨提示：从题目认识对象;从字面读出感觉;从注释破解难点;从作

者了解背景。 

 

下面是对语文阅读理解题目因果式答题的学习，希望给同学们的

学习很好的帮助哦。 

因果式 

按照事物的原因、结果的关系表达意思的自然段,叫因果式小段.包

括先因后果和先果后因两种情况. 

例如《莫泊桑拜师》第一个自然段:莫泊桑是19 世纪法国著名作家.

他从小酷爱写作,孜孜不倦地写下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都平平常常,没

有什么特色.//莫泊桑焦急万分,于是,他去拜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为师. 

这一段段意可概括为莫泊桑早年写作平平,所以他拜福楼拜为师. 

以上是先因后果,再举一例先果后因. 

《真情的回报》最后一个自然段 骑上这辆崭新的自行车送报快多

了.当然,我从没想学会在马路上扔报纸的'绝活',依旧下车把报纸送到每

家门口;下雨下雪天,依旧把报纸送进门里.因为我永远记住了:诚实的劳

动,换来的是难忘的关怀和爱意

这一段前面是结果后面说明原因,从而突出了原因,点明了课题的含

义. 

以上对语文阅读理解题目因果式答题技巧的讲解学习，相信可以

很好的帮助同学们的答题，希望同学们认真完成阅读理解题目的知识。 

初中语文阅读理解转折式组合段落 

下面是对语文阅读理解题目转折式答题的学习，希望给同学们的

学习很好的帮助哦。 

转折式 

全段分两部分,前后两部分意思转折,常用 但是、可是、而 等转折



. 

例如《灰椋鸟》第一自然段 早就听说林场的灰椋鸟多.我想,灰椋

鸟尖尖的嘴,灰灰的背,远远望去黑乎乎的,有什么好看的呢?可是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看了关于灰椋鸟的电视录像,就再也忍不住了,决定亲自去看

一看

这一段可概括为:原以为灰椋鸟没什么好看的,可是自从看了关于灰

椋鸟的电视录像,我决定去看看.有时,前后两部分内容间没有转折词,但

其中的转折关系仍显而易见. 

如《烟台的海》第一个自然段:中国的沿海城市,东面或南面临海的

居多,北面临海的却很少.烟台恰是北面临海.所以便有了一份独特的海上

景观. 

这一段前后两句问虽无转折词,然转折关系一读便知. 

转折式自然段,一般抓转折后的内容概括段意.上面这段可概括为由

于烟台是我国少数北面临海的城市之一,所以便有了一份独特的海上景

观. 

通过上面对阅读理解转折式答题技巧的方式讲解学习，相信同学

们已经能很好的掌握了吧，希望同学们都能考试成功。 

 

对于阅读理解总分式组合自然段的方法，希望同学们认真看看下

面的讲解内容。 

总分式 

先总述后分述或先概括叙述后具体叙述,也包括先总述再分述最后

总结以及先分述再总结. 

如《爷爷的芦笛》第 1 自然段.在强强的相象里,爷爷的小闸屋是个

好玩的地方:碧蓝碧蓝的海水就踩在脚下.白天,成群的海鸟在窗外翱翔;

夜晚,天上的星星映在海水中,如千万点萤火闪闪烁烁.更有趣的是,海水

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芦苇.一张普普通通的苇叶,经爷爷三折两卷,就成了

一支芦笛.吹奏起来,曲调是那样婉转悠扬,还带着一股浓浓的海水味…….

这一段先总述爷爷的小闸屋是个好玩的地方,再具体描绘周围景色之美、

芦笛曲调动听. 



.先总述我们家常见的花应有尽有,再

分述春、夏、秋三季花儿依次开放的景象,最后总结园子里一年三季,花

开花落,万紫千红的盛景. 

通过上面对总分式组合自然段方法的内容讲解学习，相信同学们

已经能很好的掌握。 

 

对于阅读理解并列式组合自然段的方法，希望同学们认真看看下

面的讲解内容。 

并列式 

在一段话中,分别写几种事物的几个方面,它们层与层之间的关系是

并列存在的. 

例如《精读与泛读》第五自然段:如果面对一大堆读物,我们可以将

每本书的内容提要、前言、章节目录等很快地从头到尾看一遍,这样就

能大致了解每本书的梗概、特点及应用范围等.//对一本读物来说,可以

几段几段地粗读,也可以几页几页地翻阅,而不必逐一探究某个字、词或

句子的意思.俗话说的 一目十行 就是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快速阅读方

法. 

这一段前后两部分分别介绍了面对许多读物和一本读物时不同的

读书方法.前后显然是并列并系的. 

通过上面对并列式组合自然段方法的内容讲解学习，相信同学们

已经能很好的掌握。 

初中语文阅读理解顺承式组合段落 

对于阅读理解顺承式组合自然段的方法，希望同学们认真看看下

面的讲解内容。 

顺承式 

即按事情或动作的先后顺序表达. 

例如:7月 27 日凌晨两点,九江赛城湖的大堤塌陷了.//400 多名官

兵闻讯赶到.支队长一声令下 上 顿时,一条长龙在崩塌的堤坝下出现

了.官兵们肩扛沉重的沙包,在泥水中来回穿梭.有的为了行走快捷,索性

赤脚奔跑起来.嶙峋的片儿石割破了脚趾,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



大堤,保住大堤 狂风卷着巨浪,猛烈地撕扯着堤岸.战士们高声喊

道 狂风为我们呐喊!暴雨为我们助威!巨浪为我们加油 一个个奋勇跳

入水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人墙.//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大堤

保住了,官兵们浑身上下却是伤痕累累 风声雨声涛声,声声震耳;雨水汗

水血水,水水相融 这是人民子弟兵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中的真实

写照. 

这一自然段共有四层意思,把四层意思归纳起来概括段意: 

当九江赛城湖大堤塌陷时,官兵们闻讯赶到,扛沙包,筑人墙,终于保

住了大堤. 

通过上面对顺承式组合自然段方法的内容讲解学习，相信同学们

已经能很好的掌握。 

4 

【—之琵琶行】，本诗的诗眼（主旨）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

逢何必曾相识。” 

通过写琵琶女生活的不幸，结合诗人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

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社会的动荡，

世态的炎凉，对不幸者命运的同情，对自身失意的感慨，这些本来积

蓄在心中的沉痛感受，都一起倾于诗中。 

诗人在这首诗中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通过它深刻地反映了

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的悲惨命运，抒发“同是天涯

沦落人”的感情。诗的开头写“秋夜送客”，“忽闻”“琵琶声”，

于是“寻声”“暗问”，“移船”“邀相见”，经过“千呼万唤”，

然后歌女才“半遮面”地出来了。这种回荡曲折的描写，就为“天涯

沦落”的主题奠定了基石。 

接着以描写琵琶女弹奏乐曲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先是“未成曲

调”之“有情”，然后“弦弦”“声声思”，诉尽了“生平不得志”

和“心中无限事”，展现了琵琶女起伏回荡的心潮。 

然后进而写琵琶女自诉身世：当年技艺曾教“善才服”，容貌

“妆成每被秋娘妒”，京都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然而，时光流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描写，与上面她的弹水，“暮



琵琶女这一形象的塑造。 

最后写诗人感情的波涛为琵琶女的命运所激动，发出了“同是天

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抒发了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

情怀。诗韵明快，步步映衬，处处点缀。 

既层出不穷，又着落主题。真如江潮澎湃，波澜起伏，经久不息。

反复吟诵，荡人胸怀，情味无限。语言铿锵，设喻形象。“如急雨”、

“如私语”、“水浆迸”、“刀枪鸣”、“珠落玉盘”、“莺语花

底”。 

总结：这些读来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它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

运用了优美鲜明的、有音乐感的语言，用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听觉所得

来的感受；萧瑟秋风的自然景色和离情别绪，使作品更加感人。 

初中语识文基础知识之自然环境描写 

【—初中语识文之自然环境描写】，自然环境描写又称景物描写，

是对人物活动的自然景物进行的描写。 

（一）自然环境描写 

景物描写的作用主要有：(l)写景衬托人物心情；(2)写景点明时令、

地点；(3)写景表现人物关系；（4）写景表现人物性格进行景物描写，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l、精细观察，抓住景物特征描写。只有抓住特征写风景，才能做

到 真，好让读者看完以后，闭上眼就立刻能想象出你所写的风景 。

(《契诃夫论文学》) 

2、要选好写景的时机和写景的角度。契诃夫认为 风景描写只有

在适当的时候，在它能像音乐或者由音乐伴奏的朗诵，向读者传达这

样那样心情的时候，才合适，才不至于把局面弄糟。

3、要体现地方色彩。鲁迅指导青年作者时提出：“现在世界环境

不同，艺术上也必须 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又说：“地

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 ，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

么，但在别地方的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 ” 

4、写景应渗透人物的感情。写景不应该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的描



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境界分为 无我之境 和 有我之境 。所

谓 有我之境 即 物皆著我之色彩 ，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感情作用于周围

的自物景物，在所写的景物上直接渗透作者的感情 初中英语。 

5、采用对比方法写景。如《祝福》的开头与结尾写祝福时的景色

气氛，以乐景反衬祥林嫂的悲剧，更增强了作品对旧社会的批判力量。 

6、采用象征手法写景。如高尔基的《海燕》，茅盾的《雷雨前》。 

总结： 描写就是用色彩鲜明、立体感强、生动形象的文字语言把

表述对象的状态，生动、具体地描绘出来，给人以栩栩如生、身临其

境之感。 

初三文言文复习资料：中考文言虚词复习（之） 

初中英语 1.之 

①动词，去、到、往 寡助之至 辍耕之垄上 《陈涉世家》 

②代词,代人、代物、代事 二世杀之 《陈涉世家》 钟鼓乐之 窈窕

淑女

又数刀毙之《狼》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名之者谁 左右采之(代荇菜) 

用作结构助词，相当于 的 。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

世家》 

在河之洲 山之僧智仙也 

字用于主语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如;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字在句子中只起调节音节的作用，没有实在意义。如： 

久之，目似瞑，意暇甚 《狼》 

怅恨久之 《陈涉世家》 公将鼓之 

⑥作宾语前置的标志。 

宋何罪之有? 何陋之有? 

⑦作定语后置的标志。 马之千里者。 

中考语文阅读题之剔掉多余的 

【—中考语文阅读题之剔掉多余的】 ，下面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

中考语文阅读题的一些例子，同学们可以做做练习题。 

剔掉多余的 孙道荣 



（1）走进朋友老陈家的院子，就看见一堆刚运回来的树根。老陈

埋头其中，弯曲的脊梁，很像一段未经雕琢的树干。 

（2）老陈是我们这带颇有名气的根雕艺人。他的根雕作品，粗犷、

写意，蕴意深刻，颇为玩家赏识。 

（3）看见我，老陈打声招呼，继续专注地盯着他的那堆烂树根。

只见老陈手扶一段黝黑的树根，由衷赞叹，真是天造地设啊。我好奇

地循声看看那段树根，盘根错节，通体黝黑，枯而不烂，与其他树根，

并没有多大区别啊。老陈看出我的困惑，笑着说，过半个月，你再来

看。 

（4）半月之后，我再去老陈家。只见他的工作室里，多了一件根

雕作品：一散发浓须大汉，弓身屈肘，作思考状。美髯如丝，条缕清

晰，似可穿风；肘上青筋隐隐可见；埋在腕中的脸，只见半张，额上

皱纹密布，栩栩如生，似乎正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5）惊问老陈，这就是那件不起眼的树根雕刻而成的吗？ 

（6）老陈颔首。 

（7）再问老陈，你是怎么精雕细刻而成？ 

（8）老陈笑了，摇摇头，没这么复杂：“其实，那段树根刚运回

来时，我就发现它是一座天然的思想者雕像，而我这些天所做的，只

不过是把树根上那些多余的部分，剔掉而已。” 

（9）老陈的话，勾起了我对根雕的兴趣，请问其详。 

（10）老陈随手拿起一段小树根，问我，这是什么？ 

（11）我看了半天，茫然，不过是一段根须茂密杂乱无章的普通

树根啊。 

（12）它是一只蟾蜍。说着，老陈拿起一把剪刀，将根须贴底剪

掉，只留下几根短须；又拿起凿子，将树根上面的枝节全部切掉；然

后，用刻刀在树根的主体部分雕琢……一段段根须、枝节，在老陈的刀

下纷纷坠落。须臾，老陈将雕刻好的树根托在手上：你再看看，它是

什么？ 

（13）一只睁着双眼，鼓着腮帮，后脚撑开，作欲跳状的蟾蜍，

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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