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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表达方式的练习题 1 专题 

表达方式及作用 

一：叙述： 

把人物的经历或事物的发展变化表达出来称为叙述。 

叙述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第一、介绍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例如：“立春过后，大地渐

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 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

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 是转入炎热的夏季，

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大自然的语言》)  

第二、介绍人物的经历和事迹。例如：“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

家里并不富裕，对付 对付地过活而已。我父亲做着事，每天要到很晚

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也不多。我有两个 姐姐。”(《我的叔叔于

勒》) 

第三、为议论说理文章提供论据。如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

第一段：“司徒雷登 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

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 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

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 尔看

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二、描写 

什么是描写？描是描绘，写是摹写。描写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 具体地描绘出来。这是一般记叙文和文学写作常

用的表达方法。三．议论 

所谓议论就是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评论来直接表明观点和态度

的文字，它是议论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在文章中，议论常常从叙述或

说明中生发出来，同时又去深化叙述或说明的内容。议论常常缘事而

发。或感触,或启示,或褒或贬,是非曲直皆为议论。它是在叙述、描写和

说明的基础上，直接表明作者对人物、事件的看法，在文章中往往起

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议论的笔法多种多样： 



1、评述性议论。 

针对某人某事某物,发表自己的见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或肯定、

赞扬、或否定、批判,态度明朗,色彩鲜明。鲁迅的《藤野先生》,开篇便

描述清国留学生留着长辫扭脖子的丑态,结尾一句“实在标致极了”便

是评述性的议论。作者以犀利的语言辛辣地讽刺了清国留学生的不学

无术、附庸风雅。这种议论方式有较强的针对性。 

2、哲理性议论。 

语言含蓄,见解独到,令人深思,这种议论方式往往具有启发性。鲁迅

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处写到:“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

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含蓄隽永,

让人回味无穷。 

3、抒情性议论。议论的语言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而也许少了一

份灵气和生动,俨然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其实,议论也是讲究文笔的,也

是形象的。上文中所说鲁迅的《故乡》,便是将抽象的“希望”,比作形

象可感的“路”,因而生发议论,形象生动。议论中饱含着浓郁的情感色

彩,便赋予议论以强烈的抒情性。魏巍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选用三个

典型事例表现志愿军战士的“可爱”之处,作者在叙述每一件生动感人

的事例之后,不失时机,以抒情的笔调,议论生友,一唱三叹,既承上启下,又

点明主旨。例子： 

鲁迅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就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各有一段议

论，运用对比的手法，阐述了当时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与这“一件小事”

对于“我”的不同影响，文中写道：“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

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

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

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段话，表现了“我”愿以车夫为榜样，改

造自己成为真正的人的决心，也点明了“小事”对于“我”的重要意

义。使文章的主题在记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和说服力 例： 

四．抒情 

就是用饱含情感的语言，抒发作者对人或事物的各种情感。 



抒情有两种方式: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 

五．说明 

说明回答的是“是什么”，是告诉别人自己解说的是一个什么样

的事物和事理，这个说明对象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了解

它。 

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介绍事物的形状、构造、性质、

变化、类别、状态、功能、成因、结果等特征 

说明文的基本特点就是具有知识性、科学性、应用性、解说性和

条理性。、表达方式练习题 

1.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的最大快乐！（） 

2.我自 1986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腿伤闭门不出，“行万里路”

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3.前天同两个女孩

到西湖山中游玩（） 

4.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5.我以为这是没出

息孩子做的玩意（） 

6.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

空中。（）7.我是向来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

以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儿。（） 

8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

后园里拾枯竹。（） 

9.我吃过自己种的白菜.（）10.柳条像一阵烟雨似的窜出来.（）

11.为了她,我愿意付出一切.（） 

12、这是一颗怎样固执又怎样简单的心啊！（） 

13、透明的翅膀收敛了，身躯微微颤动。（）14.它的生命周期是

90 天。（）15.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16.狂风怒吼，说树不停地、猛烈地摇晃着。—— 

17.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

了美国—— 18.世界著名的内陆湖青海湖,50 年问湖水下降 8.8 米,平均

每 6 年下降 l 米,陆地已向湖中延伸了 10 多公里—— 

19.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陷入迷惘的沉思 —— 



20.谁说宇宙是没有生命的？宇宙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永恒的生命 

——议论 21.啊，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拉！—— 

综合练习： 

1．《文化眼光》： “当柏林墙将拆除时，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

派人跑到德国，去购那些涂满图画与文字的墙体碎块。出价之高惊骇

一时。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觉悟到，这座被时代淘汰的墙恰恰是一种

过往不复的珍贵的历史象征。德国政府被惊动了，于是决定那一段尚

未拆除的柏林墙不拆了，保护起来，永世珍存。” 

“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

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2.“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

喷出一阵烟雾。” 

3.光导纤维的材料必须非常纯洁，各种金属杂质要做到小于十亿

分之一，尺寸必须非常正确，只能容许 1~2 微米的误差。” 

4.“一个作家——应该说是生活中的每个人——需要来自母亲的

力量，爱的力量，它是灵感和创作的源泉，但仅有这点是不全面的，

可能会把人引向歧途。它还需要有警告的力量相平衡„„” 

5.“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

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

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6.“永远不要放弃你对‘已知’的好奇心，也许新的发现就在你

‘已知’的‘未知’之中。” 

7.“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鞠躬，向一个生命，一个顽强的生命鞠躬。” 

8.“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灵感只青睐那些思考

的头脑。” “上帝给谁都不会太多。”：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

地方。”：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

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9.“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10.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



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

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出

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

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

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

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陶行知《创造宣言》) 

11.“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

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

补，也没有洗”，而最后一次是“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

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第二篇：表达方式练习题 1 

表达方式练习题 

判断下列句子各用了什么表达方式，填在后面的括号内。（常用

五种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抒情、描写、说明。） 

1.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的最大快乐！（） 

2.我自 1986 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腿伤闭门不出，“行万里路”

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 

3.前天同两个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 

4.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5.我以为这是没出

息孩子做的玩意（） 

6.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

空中。（） 

7.我是向来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

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儿。（） 

8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

后园里拾枯竹。（）9.我吃过自己种的白菜.（）10.柳条像一阵烟雨似

的窜出来.（）11.为了她,我愿意付出一切.（） 

12、这是一颗怎样固执又怎样简单的心啊！（） 

13、透明的翅膀收敛了，身躯微微颤动。（）14.它的生命周期是

90 天。（）15.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16.狂风怒吼，说树不停地、猛烈地摇晃着。（） 

17.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

了美国——记叙 

18.世界著名的内陆湖青海湖,50 年问湖水下降 8.8 米,平均每 6 年

下降 l 米,陆地已向湖中延伸了 10 多公里（） 

19.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陷入迷惘的沉思（） 

20.谁说宇宙是没有生命的？宇宙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永恒的生命

（）21.啊，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拉！（） 

22．《文化眼光》： “当柏林墙将拆除时，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

派人跑到德国，去购那些涂满图画与文字的墙体碎块。出价之高惊骇

一时。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觉悟到，这座被时代淘汰的墙恰恰是一种

过往不复的珍贵的历史象征。德国政府被惊动了，于是决定那一段尚

未拆除的柏林墙不拆了，保护起来，永世珍存。”（） 

23、“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

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24、“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

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25.光导纤维的材料必须非常纯洁，各种金属杂质要做到小于十亿

分之一，尺寸必须非常正确，只能容许 1~2 微米的误差。”（） 

26.“一个作家——应该说是生活中的每个人——需要来自母亲的

力量，爱的力量，它是灵感和创作的源泉，但仅有这点是不全面的，

可能会把人引向歧途。它还需要有警告的力量相平衡„„”（） 

27.“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

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

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28.“永远不要放弃你对‘已知’的好奇心，也许新的发现就在你

‘已知’的‘未知’之中。”（） 

29.“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鞠躬，向一个生命，一个顽强的生命鞠

躬。”（）30.“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灵感只青睐那

些思考的头脑。” “上帝给谁都不会太多。”：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

地方。”：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

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1.“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32.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

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

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出

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

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

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

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33.“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

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

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而最后一次是“他

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

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第三篇：表达方式(含题) 

梳理内容 

全文以（礼物）为线索，通过（倒叙）的形式展开情节，先写

（父亲刚买完礼物走在回家的路上）再写（为什么送礼物）这中间又

插入写（买自行车的意义）最后写（父亲把礼物送给女儿）。记叙文

的常用叙述顺序有顺叙、倒叙、插叙和补叙。 

（1）顺叙。按照事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时间顺序来写，这种写

法通常叫做顺序。顺序的段落层次跟事情发展的过程基本一致。顺叙

的使用最为广泛。例如《散步》、《金黄的大斗笠》、《我儿子一

家》。 

（2）倒叙。倒叙就是将事情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或最突出的片断

提到前面叙述，然后依“自然时序”进行叙述。倒叙并不是由“尾”

至“头”的整个的逆叙，而是局部的“倒插”。一般说来，情节曲折、

复杂的事情才须倒叙，如果中心明确，材料简单，事情发生的时间较



短，就不必用倒叙。例如《背影》、《父子情》就运用了倒叙。使用

倒叙方法应注意的是：文章开头交代了事件的结局后，要转回到事件

的开头，从起因写起；在叙述完事件的经过后，还要回到结局上来，

这样才能首尾相合、结构完整。 

（3）插叙。插叙就是在叙述中心事件过程中，插入一些与主要情

节有关的内容，然后再接叙原来的事情。插入的内容为了对主要情节

起补充、衬托的作用，使中心思想更加鲜明，如《羚羊木雕》。 

（4）补叙。文章有时根据内容的需要，要对前面所写的人或事作

一些简短的补充交待，这种写法通常叫补叙。补叙和插叙虽然都是对

主要情节的补充和交待，但它们也有不同。补叙大都无情节，前后不

必有什么过渡的话。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不是死板的方法，可以根据表达中心的

需要灵活运用。 

梳理内容 

全文以（礼物）为线索，通过（倒叙）的形式展开情节，先写

（父亲刚买完礼物走在回家的路上）再写（为什么送礼物）这中间又

插入写（买自行车的意义）最后写（父亲把礼物送给女儿）。 

１、弄懂下列文章的叙述顺序： 

在我们学校小学部的教学楼前有一块操场，在操场的两边各有一

排白杨树。 

白杨树的主干和支干都是直的，它的叶子像颗“心”。它的生长

速度较快，现在已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了。 

到了春天，白杨树长出新的枝条，被春姑娘抽出细小嫩绿的叶子，

像穿上绿色的新衣裳似的，美丽极了。 

到了夏天，白杨树的枝叶长得郁郁葱葱。在课间，我们常在树荫

底下赛跑、唱歌、游戏，它像一把大阳伞似的，为我们遮挡强烈的太

阳光。 

到了秋天，白杨树的叶子都枯萎了，随着秋风的阵阵吹过，心形

的黄叶落得满地都是，踩在厚厚的落叶上，仿佛昌站在海绵上，非常

柔软。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好像一群黄色的小飞机飞起来了，非



常壮观。 

到了冬天，黄叶落尽，白杨树赤裸裸的，我真担心它是否会被冻

坏，来年春天是否还会长出绿叶。 

挺立在操场边上的这些白杨树，是我们校园生活的见证，它们伴

随着我们一起成长。我爱它们。 

⑴ 这篇文章先讲了什么，然后讲了什么，最后讲了什么？ 

⑵ 短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你是从那些地方看出来的？ 

２、下面这些句子被打乱了，请你重新排列好下面的句子，并说

说是按照什么顺序排列的？ 

（）富翁十分惊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富翁遇见了马克．吐温，问到：“作家先生，你猜

我哪只眼睛是假的？” 

（）这只假眼乍看上去，简直跟真的一样。 

（）马克．吐温笑着说：“这很容易，因为你这只眼里没有一点

点慈悲，所以我断定是假的。” 

（）美国有位百万富翁，花了一大笔钱装了一只假眼。 

（）马克．吐温端详了一番，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 

学生讨论按照什么什么顺序来排列？哪个先说，哪个后说，哪个

最后说，找出根据来。 

表达方式——叙述 

叙述是最简单、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根据记叙的顺序和各种

内容之间的联系，叙述可以分为顺叙、倒叙、插叙和补叙几种形式。 

（一）顺叙。即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是最常用的

一种叙述方式。按照依据的线索不同，顺叙可以分为四种：（1）按时

间的先后顺序叙述——写清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经过时间的推

移又是如何发展的，如何达到高潮的，最后是什么时候结束的；（2）

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叙述，即按事情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过程来

写；（3）按人物活动的顺序叙述，写清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

什么；（4）按作者思想感情发展和认识提高的顺序叙述。 

由于顺叙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事情，这就跟事情发生、发



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所以最能反映事情的本来面目，易于把文章写

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运用顺叙，容易罗列现象，犯平铺直叙的毛病。这样的文章往往

像一本流水账，使人读了索然无味。因此，运用顺叙应注意围绕中心

选材，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二）倒叙。倒叙是把事情的结局、高潮或事件中最突出的片段

提到前面叙述，然后再按事情发生、发展的顺序进行叙述。 

倒叙可以分为四种形式：（1）把事件的结局提到文章的前面写，

给读者造成悬念；（2）把事件中最精彩、最突出的片段截取下来，写

在文章的前面，以吸引读者；（3）先写当前的实际情况，再写过去的

情况，然后转到现实中来，以形成对比；（4）先写当前的事件，然后

写由此引发的联想（由此及彼此引起回忆，追述往事），以推动情节

发展。 

由于倒叙是把事情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部分提到前面写，因而有利

于突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同时，恰当的倒叙还可以使文章结构富于变

化，避免平铺直叙，造成悬念，使文章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增强文

章的表达效果和可读性。 

倒叙并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而是把某个部分提前，其

他仍是顺序的方法。运用倒叙要从文章的内容、形式出发，要交代清

楚起点。开头和结尾要相互照应，结构要完整。另外，倒叙与顺叙的

转换处要有明显的界限，还要有必要的文字进行过渡，以做到衔接自

然。 

（三）插叙。插叙是指在叙述的过程中，由于表达的需要，暂时

把叙述的线索中断一下，插进有关的另一件事情的叙述。插入的叙述

结束以后，再继续原来的叙述。 

根据表达文章中心的需要，适当安排插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相

关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某方面的情况，使读者对文章内容有全面的了

解，从而加深对文章主题的理解。 

运用插叙一定要服从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做到不节外生枝，不

喧宾夺主。在插入叙述的时候，还要注意文章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过渡、



照应和衔接，不能有断裂的痕迹。 

（四）补叙。补叙是指在叙述的过程中，用少量文字对人物或事

件做简短的补充交代，或基本事件已经交代清楚，后面再对某一情节

做个补充说明。 

补叙的目的在于对原来的叙述加以补充，它不构成完整的事件，

也不发展情节，但却能使文章描述的事件更完整，情节更精彩，令文

章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补叙常用来揭示上下文所设的悬念，或回答

前面提出的问题，文字虽少，却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表达的方式——描写 

描写是一种具体、形象地描绘事物的表达方式，它是以形象的语

言对人物、事件、环境等做深入细致的描绘，从而塑造出栩栩如生的

艺术形象，使读者从中获得生动、明确的认识和真切的感受。 

描写的基本特点是形象性，它与叙述在表现客观事物的角度上有

明显区别。叙述主要是交代“过程”，而描写则致力于刻画“样子”。

描写主要应用于形象生动的记叙文和说明文，再现自然景色、事物情

状，人物的形貌及内心世界，而议论文和应用文则很少用到描写。 

按照描述的对象与内容不同，描写可以分为人物描写、景物描写、

侧面描写、细节描写和场面描写等。 

（一）人物描写。人物描写的范围比较广泛，内容也比较复杂。

下面为同学们介绍最基本的四种：外貌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

语言描写。 

外貌描写——即对人物的容貌、身材、体型、服饰和神态等方面

的描写。外貌描写要抓住人物的特征，避免千人一面和面面俱到，而

要根据表达中心的需要，突出重点，有所侧重。 

心理描写——即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方面的描写。深入描写人物的

内心活动，是展示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因为人物的任何活动都是由

心理支配的。因此，描写人物一定要把人物心理活动的过程展现出来。 

心理描写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

一种是用“我”的心理活动来衬托别人的心理活动。 

动作描写——即对人物活动、行动等方面的描写。动作描写是把



人写“活”、让人动起来的重要手段，对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 

语言描写——即对人物的对话、独白及其说话时的神态、动作、

语气等方面的描写，其主要作用是刻画人物性格。“言为心声”“什

么人说什么话”，语言是人物内心想法的真实表露，能够反映出一个

人的特点。鲁迅先生曾说：“人物语言的描写，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

人来。”这句话说的正是语言描写的重要性。 

在写人的记叙文中，语言描写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恰当的语

言描写，能够塑造生动、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相反，如果缺少必

要的语言描写，就会给人一种干巴、乏味的感觉，笔下的人物就难以

真正“活”起来。这样的文章，有谁爱读呢？ 

在记事写人的文章中，语言描写的内容大多是人物对话。其实，

人物独白也是语言描写的内容之一。独白是人物的真实想法，正直的

人说的、做的、想的完全一致；虚伪的人说的、做的、想的就不同了。

因此，写独白比写人物对话、动作更能准确反映人物的性格品质。 

人物独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言自语，另一种是内心独白。

在影视作品中，内心独白又叫潜台词，即把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台词

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景物描写。指对自然景物、社会环境和动物、植物及物品

的描写。 

自然景物描写——即对山川原野、日月晨昏、气象季候等自然景

象的描写。描写自然景物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交代清楚观察点和观察角度，移步换景，按照一定的顺

序（由整体到部分、由远及近、由上到下等）进行描写，以做到层次

清楚，让读者一目了然。 

其次，要注重描写景物的声音和色彩。用象声词描摹景物的声音，

用恰当的修辞手法渲染景物的色彩，能使景物变得有声有色。 

再次，注意描写景物的动态和静态，做到动静分明，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使景物“活”起来。 

社会环境描写——即对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方面的描写。这种



描写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文章内容，领会文章主题。 

动物、植物及物品的描写——即对动物、植物和生活器具、物件

等的描写。描写动物、植物或物品，不仅要介绍它们的表面特征（形

态、大小、颜色等），还要写清它的本质特征（生活习性、生长规律、

内部构造等），以使读者对描写对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另外，在描

写时灵活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可以使描写更生动、具体、形象，为文

章增添一些情趣。 

（三）侧面描写。就是在众多的材料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侧面，

真实有力地表现人物形象。 

侧面描写也叫间接描写，又叫烘托。烘托原是中国画的传统技法

（在所画的物象轮廓外面用水墨或淡彩加以渲染，使物象明显突现出

来，即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把这种技法用在描写上，目的是通过

对周围人物或环境的描写，来突出地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 

我们在描写人物时，如果仅从一个方面去描写，人物形象往往会

单薄，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从多个侧面去描写，人物形象则会显得丰

满。 

（四）细节描写。是指对作品中的人物、时间、社会环境和自然

景物的细微之处进行具体、细致的刻画。恰当地运用细节描写，能够

形象、生动地反映人物的特点或事物的特征，增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细节描写要求通过细致观察，抓住描述对象细微而又典型的情节

加以具体描绘。 

（五）场面描写。场面描写即人物活动的情景，是在特定的时间

和地点内，由多个人物组成的生活画面。场面描写就是对人物活动情

景的刻画，它不仅要写人物，还要写景物（环境），而且往往需要综

合运用叙述、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 

场面是情节发展的“画面”，随着人物活动和情节的不断发展，

“画面”，随着人物活动和情节的不断发展，“画面”也不断转换。

由于场面中人物较多、关系复杂，因此我们在描写场面时，除了要描

写群体形象，还要注意刻画有代表性的个体形象，以做到点面结合。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学习场面、生活场面、活动场面、



劳动场面等。要写好这些场面，关键在于写出人物活动的连续动态，

分清主次，点面结合。 

以上介绍了描写的几种方法，其实它们并非彼此独立，互不干涉，

而是交叉渗透，密不可分。无论运用哪种描写，都必须以突出事物的

特点、增强感染力为目的，这样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

另外，在描写中还必须注入浓厚的感情，把读者引进由自己的感情所

激发的情境里去，让别人接触到自己所感受的一切。 

表达的方式—议论 

议论是作者对某一人物、事件或问题进行分析、评论，直接表达

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表达方式。议论是议论文的主要表达方式。

在记叙文中，议论主要用在塑造形象、描述事件的过程中，穿插表达

作者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和态度。 

根据议论在文章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议论可以分为先叙

后议、先议后叙和夹叙夹议三种。 

（一）先叙后议。即先叙述后议论，以起到总结上文、点明中心

的作用。议论时，要对事件的主要人物、主要内容或主要问题进行分

析、评论，使叙述和议论相统一。 

先叙后议，可以通过文章中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进行议论，也

可以以作者的身份（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议论。 

（二）先议后叙。即先议论后叙述，开篇以议论的形式提出记叙

的要点和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叙述，从而使全文所记叙的事

件的意义显得清楚明白。 

（三）夹叙夹议。即叙述和议论穿插进行，以灵活多变的写法自

由自在地表情达意。运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要注意叙述的连贯性，议

论的插入要自然。 

在记叙文中运用议论，要与叙述、描写、抒情等表达方式有机地

结合起来，共同为表达文章的主题服务。议论要实事求是，简洁得当，

与记叙的内容融为一体。任何不切实际地空发议论和与表达主题无关

的夸夸其谈，都是不可取的。 

表达的方式——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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