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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文题目类型及答题技巧 

 

 

 

 篇一：说明文题目类型及答题技巧 一、考查说明对象 说明文

阅读题目题型及答题技巧 

 【考查题型】直接让学生回答：“这篇文章(或文段)的说明对象

是什么?” 

 对策：事物说明文一般标题就是说明的对象；事理说明文找准

开头结尾的总结句。因为说明对象是一篇文章所要介绍的事物或事

理，一般是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看文题、

二看首尾段。事物说明文指出被说明事物即可。事理说明文指出说明

内容，形成一个短语：介绍了??的??(对象加内容)。 

 二、考查说明对象特征 

 【题型 1】直接找出说明事物特征的句子。 

 对策：A、看题目;B、在首段中找；C、抓关键词句(比如：运用

了说明方法的语句、中心句)。 

 【题型 2】概括说明事物的特征。 

 对策：分析文章结构抓中心句及连接词如“首先、其次、还、

也、此外”等词语。 

 三、考查说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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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题型】本文使用了什么说明顺序?有何作用? 

 对策： 

 1.了解说明顺序的基本常识：说明文有三种写作顺序。 

 ⑴空间顺序：说明事物的形状、构造，多在建筑物的结构，如

上下、远近、左右、内外、东西南北中等。 

 ⑵时间顺序：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 

 ⑶逻辑顺序：说明事理，多说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顺

序的具体分为：主—次、原因—结果、现象—本质、特征—用途、

一般—个别(特殊)、概括—具体、整体—局部、总—分。 

 2.掌握答题格式：本文使用了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

便于读者理解。(①应该填具体的说明顺序，②应该填写具体的事物

名称或说明的事理。如果是事理性说明文，但又不能准确表述，可用

“事理”、“科学事理”等模糊性的语言表述。) 

 四、考查说明方法 

 【题型 1】直接让考生回答文章或段落的说明方法 

 对策：了解常见的说明方法(举例子、分类别、下定义、作诠释、

打比方、列数字、列图表、摹状貌、引用说明)的主要特点，然后根

据文段内容分析判断。 

 【题型 2】文章某段或某句运用何种说明方法，简要说明它的

作用? 

 对策：找出运用的说明方法，再根据下列说明方法的作用具体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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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举例子：具体真切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 

 2.分类别：条理清楚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对事物的特征(或

事理)分门别类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 

 3.打比方：生动形象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增强了文章的趣

味性。 

 4.列数字：具体而准确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使说明更有说

服力。 

 5.作比较：突出强调了被说明对象的××特点(地位、影响等)。 

 6.下定义：用简明科学的语言对说明的对象(或科学事理)加以揭

示，从而更科学、更本质、更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特征(或事理)。 

 7.列图表：直观形象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 

 8.引用法：用引用的方法说明事物的特征，增强说服力，如引

用古诗文、谚语、俗话。引用说明在文章开头，还起到引出说明对象

的作用。 

 9.摹状貌：对事物的特征(或事理)加以形象化的描摹，使说明更

具体生动形象。 

 10.作诠释：对事物的特征(或事理)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使说

明更通俗易懂。 

 11.引用说明：引用说明有以下几种形式———A、引用具体的

事例;(作用同举例子)B、引用具体的数据;(作用同列数字)C、引用、格

言、谚语;作用是使说明更有说服力。D、引用神话传说、新闻报道、

谜语、轶事趣闻等。作用是增强说明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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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性(引用说明在文章开头，还起到引出说明对象的作用)。 

 答题方式：本句用了××的说明方法，生动形象、具体直观、深

入浅出（科学准确）地说明了××（说明内容），使读者××。 

 五．考查说明语言 

 【题型 1】：加点字词有何作用?(好在哪里？) 

 答题方式：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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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型 2】能否替换为另一个词语？并说明理由。 

 对策： 

 (1)不可以； 

 (2)原词的意思或内容； 

 (3)所换词语的意思或内容； 

 (4)换了后意思有何改变，与不符合实际。 

 【题型 3】限制性词语能否删去? 

 对策： 

 (1)表态(删还是不删)。 

 (2)定性：如：“比较”“几乎”“相当”等词表程度修辞;“大约”

“可能”“左右”等表估计，“多”“有余”等表数量。 

 (3)若删去，原来什么样的意思就变成了??的意思了，不符合实

际，太绝对了。 

 (4)xx 词体现了语言的准确性、严密性。 

 答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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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能，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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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的意思就变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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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型 4】从文章中找出一个能体现说明文语言“准确”特点

的词句，并。 

 对策：找出语言准确的词句，然后说明其作用。找准确词句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找有精确数据的句子;②找有概数的句子;

③找使用限制性词语的句子。 

 【题型 5】指示代词的含义题型：指示代词如“这些条件”“这

种现象”“同样道理”等在文中具体指代什么? 

 对策：①一般指的就是代词前面的那句话，找最近的一句话（一

般往前找）。有时要注意可能不是整句话而是其中的一部分。②找到

后，将找到的内容放在指示代词所在的句子中读一读，看是否合适。 

 六．其他考查点 

 【题型 1】揣摩词语的语境义及其作用 

 要注意两点：一是这个词可能不再具有词典中的含义，而是特

定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二是要理解词语的语境含义首先必须正确理解

词语所在的语境。 

 如《藤野先生》一文中“实在是标致极了”一句中的“标致”。 

 【题型 2】归纳题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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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把握象征意义； 

 （2）语带双关； 

 （3）作者感情的出发点； 

 （4）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5）文章线索； 

 （6）文眼；揭示文章中心； 

 （7）吸引读者、新颖； 

 （8）题目中运用修辞的，要还原它的本义后再分析作用。 

 如：《把玉米穿在身上》：本文以“把玉米穿在身上”为题，有

怎样的表达作用？ 

 答：语言形象生动，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起到了引

出对以玉米为原料的新产品的介绍这一内容。 

 方法提示： 

 1、分析语言修辞特点 

 2、说明作用：A、吸引读者引起思考 B、引出全文内容 

 【牢记】总之，无数次的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文体的阅读题，

我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文章中找到答案，说明文也不例外。 

 七．真题解析： 

 【目标点击一】把握特征，抓住要点 

 阅读说明文最重要的是分析把握说明事物的特征。把握事物的

特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有的标题在指出文章说明对象的

同时，指出其特征；有的标题用设问句的形式，引导读者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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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说明对象的特征；有的标题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拟人的方法说明

事物的特征。2、从分析材料入手，即逐段分析作者介绍有关事物的

哪一方面特征，然后归纳小结。有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作者已在文章

中明确地指出来了，阅读时要找出这些关键句。如《中国石拱桥》、

《苏州园林》 

 【实例精析】 

 中国皮影戏 

 易 树 

 皮影戏，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

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一般由三到五个艺人在白色幕布后面，一

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

器和弦乐。 

 中国皮影戏有着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爱妃李夫人

染疾故去，武帝思念心切，神情恍惚，终日不理朝政。术士李少翁一

日出门，路遇孩童手拿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于地，栩栩如生。李少

翁心中一动，用棉帛裁成李夫人影像，涂上色彩，并在手脚处装上木

杆。入夜围方帷，张灯烛，恭请武帝端坐帐中观看。武帝看罢龙颜大

悦。这个载入《汉书》的爱情故事，被认为是皮影戏最早的渊源。 

 表演皮影戏要先制作皮影。其制作过程是：先将羊皮、驴皮或

其他兽皮的毛、血去净，经药物处理，使皮革变薄，呈半透明状，涂

上桐油，然后把皮革镂刻成所需的人物形象。皮人的头、四肢、躯干

等各自独立，而又用线连成一体，分别以连杠由演员操纵，令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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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人涂有各种颜色，表达人物的善恶美丑。绘画也有一定的讲

究，女性发饰及衣饰多以凤、花、草、云等纹样为图案，男性则多用

龙、虎、水、云等纹样。人物造型与戏剧人物一样，生、旦、净、丑

角色齐全，制成的皮影高的达 55 厘米，低的仅有 10 厘米左右。 

 皮影戏表演时，由三五个艺人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

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和弦乐。表

演民间神话、武打、古代故事时，人物可以腾云驾雾，做出各种高难

动作。这是其他戏剧难以做到的，因此深受观众喜爱。皮影戏在宋代

已极为盛行，到明代，北京一带的皮影戏班竟达到四五十家。 

 皮影戏是一门结合了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的表演形

式，它有着悠久历史，也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传统艺术之一。 

 公元 13 世纪，当时的蒙古军营中也演皮影戏，后来皮影戏被

随军带到波斯、土耳其等国。之后，又在东南亚各国流传开来。中国

皮影戏 18 世纪中叶传到欧洲。1767 年，法国传教士把它带回法国，

并在巴 

 黎、马赛演出，被称为“中国灯影”，曾轰动一时。后经法国人

改造，成为“法兰西灯影”。中国皮影戏对丰富世界艺坛作出了独特

的贡献。 

 1．文章在点明皮影戏的本质特征后，依次介绍了中国皮影戏的

（ ）——皮影制作—— 

 （ ）——广泛流传。 

 2．文章引用《汉书》记载的爱情故事，其作用有二：一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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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3．阅读文中画线句，说说加点词“之一”不能删去的原因。 

 4．山西省孝义市的皮影戏是中国皮影戏的重要支派。结合上文

内容，阅读下面链接材料，概括说明孝义皮影戏的特点。 

 材料一：据专家考证，孝义皮影戏起源于战国。 

 材料二：1995 年，孝义皮影中的武将形象作为邮票图案被全国

人民认识。 

 材料三：孝义皮影戏的剧目很多，现收藏有 200 余本。 

 孝义皮影戏的特点：答案：1、悠久历史 皮影表演。2、一是

说明中国皮影戏历史悠久，二是增强文章趣味性。3、传到国外的中

国传统艺术很多，去掉“之一”显得绝对，表达就不准确了。4、历

史悠久、影响广泛、剧目丰富。 

 【解析与点拨】：这是一份有新意的说明文阅读试题，文章选了

易树的《中国皮影戏》介绍的是地方皮影戏，民俗风情浓厚，地域文

化特色突出。综合性考查了说明文阅读方面的主要内容，考查点放在

了文章内容的感悟、说明顺序与说明内容的关系、语言品析，亮点是

地域性文化资源的探究等。第 1 小题，对文章内容的梳理与吸纳，对

文章说明对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第 2 题，考查引用《汉书》记载的

爱情故事的作用，达到领会说明内容。第小 3 题，考查说明语言的准

确性，答时要根据说明内容作出准确地判断。第小 4 题，这是一道有

关关注家乡的民俗风情等方面，开发地域性语文资源的探究性试题，

综合考查语文能力和培养具有探究精神和创新精神，与新课程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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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也十分合拍。 

 【目标点击二】说明的方法和语言 

 近年来，考查的重心逐渐由对说明方法本身的辨析转移到以对

说明方法的作用的理解为主。说明文的语言要求准确和简明。有的说

明文讲究语言平实，有的讲究语言生动。语言的准确和简明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②要注意运用好表示修饰限

制等作用的词语，如：“基本上”、“大约”、“比较”、“一般”、“极个

别”、“大多数”等词语。③语言要简明、浅显、易懂。 

 【实例精析】 

 汉文读物的特质 

 ⑴一切用汉字“写”成的读物，都称为汉字读物。它时包括古

今，地涵盖中外，型不分集散，体无论科艺，言不别文白??汉文读物

既具有一般读物的基本性质，又有其独具的特质。 

 ⑵汉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世代传承使用至

今的最古老的文字，因此，汉字读物有着悠远的历史源流。自甲骨文

以来，汉文字体虽几经变易，都没有使文字出现断代情况，更没有产

生新的文字系统。正因如此，才使历代典籍得以流传并保留至今。今

天的汉文字读者依然能读得到并大部分读得懂先秦的典籍乃至四五

千年前的甲骨文章，这在世界历史上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⑶汉文读物能用最少的文字负载最大的信息量，其信息密度相

对很高。同拼音文字读物相比，汉文读物具有明显的符号简约性。相

同内容的一篇文章，汉文要比拼音文字篇幅小得多；同一本著作，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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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文字的书要比汉文的书厚许多。在联合国使用的五种工字文件中，

汉文读物总是最薄的一种。有学者认为，在语义信息量相当的条件下，

一个汉字字符所含的语义信息相当于 3.7 个英文字符所含的信息量。 

 ⑷汉文读物比起拼音文字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使读解形象生

动，意趣盎然。汉字本身就富于联想性。汉字由象形开端，终于大部

分演变成会意，占汉字９０％的形声字，不仅形旁有表意作用，大部

分声旁也有表意作用。象形和会意是汉字联想的两扇大门。汉文的词

语也往往引起读者的联想。汉语中不少词汇、成语、典故本身就是前

人运用比喻、比拟、借代、夸张、摹状等形象思维创造的言语成果，

当读者读到这些词时，就不是仅仅对字面义的直接摄入，而自然会从

更广远的词语义域展开联想。例如，“萤雪”一词是刻苦读书的意思，

但它立即会使人联想到晋代车胤以萤火虫的微光照书夜读和孙康映

着雪光读书的情景。这样的联想无疑会加大思维的广阔度和读解的深

刻度。 

 ⑸汉文读物在形式上具有审美特点。首先，汉字形体的图像性

先天具有一种审美基因，加之书写工具 

 的不同，笔墨运用的变化，布局结构的安排等，使字体显得千

姿百态，神采飞扬，气韵生动。其次，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短语、

句子，如果结构类型相同，字数相等，位置一致，就会形成平行、整

齐的句式结构，看上去悦目，使人产生一种句式均齐的美感。再次，

汉语音节乐感很强。如果利用押韵、叠音、双声、叠韵、反复、回文

等手段，让相同的声母或韵母在语流中有节律地重复再现，在听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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