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上册疾
第六单元单元复习受



【课标解读】

单元核心话题是“学习之道”,内容安排,为四首现代诗

和两篇中国当代小说。
个单兀所选的议论性文章,都是关于学习方面的,使我们明 

确了手习的重要芭义,了解了学习的方法和态度。
芋习黑具步方法,或是积累、有恒、专ー,或让我们从师学 

习,或是告诉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或是通 
过读书去学习,或是上图书馆学习,等等。 ’

通卓学习这些文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更得法,从而提高 

自己的素养。



【课标解读】

单元目标:

1 .掌握并积累重要的文言文实词和虚词,掌握文章出现的通

假字、古今异义词、词类活用和特殊文言句式等基本文言

知识。

2 .准确把握和评价作者的观点与态度,理解阐述观点的方法 

和逻辑,学习作者评说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有 

针对性地表达观点。



单元目标:

3 .把握学习的价值、意义、原则和方法,通过读书和学习 

提升自身修养,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形成正确的学习观, 

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4 .围绕有关学习的话题开展讨论和辩论,能理性、有条理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辩驳。学习议论文写 

作,从合适的角度以恰当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看法,カ求立 

论正确,语言准确,论据恰当,讲究逻辑,做到有理有据,

以理服人。



必备知识
1 .什么是议论文?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是ー种剖析事理,论述事理,发 

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辨是非、举例子等方法,来确定某观点正确或错误,树 

立或否定某种主张。议论文具有观点明确、论据充分、 

语言精炼、论证合理、有严密的逻辑性的特点。



必备知识
2 .议论文的分类。 

立论文

(1)定义:

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直接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文章体裁。

(2)要求:

①要对论述的问题有正确的看法

②用充足有说服カ的论据

③要言之有理,合乎逻辑



必备知识
2 .议论文的分类。

驳论文

1 .定义:

论辩时针对对方的观点加以批驳,在批驳的同时阐述己 

方的观点

2 .方式:①提出论点②证明论点③总结论点

3e驳论文的破立结合:

首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原因）,再批驳已指出的错 

误论点,并在批驳的同时或之后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 

正确观点加以论证。



必备知识
3 .议论文的三要素。

论点

论据

论证



必备知识
3 .议论文的三要素。
论点（证明什么）论点应该是作者看法的完整表述,在形式上是个完整的 

简洁明确的句子。从全文看,它必能统摄全文。表述形式往往是个表示肯 

定或否定的判断句,是明确的表态性的句子。

A,把握文章的论点。中心论点只有一个（统率分论点）（1）明确:分论 

点可以有N个（补充和证明中心论点）

⑵方法 ①从位置上找:如标题、开篇、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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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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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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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知识
3 .议论文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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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知识
3 .议论文的三要素。

论证（怎样证明）

⑴论证方法（须为四个字） ,亠ヱロ.宀狙

①举例论证（例证法）事实论据记叙（在说明文中为 

举例子）

②道理论证 

③对比论证

比喻论证

（引证法和说理）道理论据 议论

（其本身也可以是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 

比喻在说明文中为打比方,散文中为比俞。



必备知识
3.议论文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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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知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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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递进式③总分式 分总式 总分

总式。



必备知识
5 .常见的论证方法及其作用。

事实论证运用真实、可靠、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具 

体有力地证明了中心论点,增强文章说服カ,趣味性,权 

威性,让文章浅显易懂。

道理论证可以增强文章说服力或文采,使论证更有力或更 

有吸引力。

对比论证正确错误分明,是非曲直明确,给人印象深刻, 

使论证更有力或更有吸引力。

比喻论证道理讲得通俗易懂,语言生动形象,容易被人接 

受。



必备知识
6 .议论文的语言特点。

①准确、严密;

②概括性和简洁性;

③使用修辞,体现其用词鲜明、生动和感情色彩。



必备知识
6.议论文的语言特点。

①准确、严密;

②概括性和简洁性;

③使用修辞,体现其用词鲜明、生动和感情色彩。



课文内容
《劝学》《师说》,引导学生辩证地思考作者的观点,与当 

今倡导的终身学习、深度学习等观念相结合,理解古人有关学习 
观点的现实性。引导学生联系作者的思想主张和写作背景,分析 
作者提出观点的依据,理解论述的针对性和论证的方法。

《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主席的讲话稿,分析了党八股的危 

害,提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是党的整风运动的 

重要文献之一。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说话和写作的实际,结合社 

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文风,思考本文的观点对于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有怎样的指导性,从而形成正确的思维品质。



课文内容
前四篇从古到今,从探讨学习的态度、方法和意义到提倡 

“师道”,从批判党八股、倡导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到探 
讨对待文化应有的态度,都是针对特定对象或现实问题有感而发, 
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カ。

鲁迅《拿来主义》是ー篇探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杂文,有 

其特定的写作背景,某种意义上说阐述的也是如何学习的问题, 
要“拿来主义”。教学时,引导学生理清不同的观点和作者的主 

张,梳理论证思路,注重对学生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的引导,提 
高思维的深刻性。



课文内容
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王佐良《上图书馆》是有关读 

书的随笔。这两篇不是论述类文本,但其中的观点、经验也能引 

发学生思考,激发阅读的兴趣,并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



课文内容
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王佐良《上图书馆》是有关读 

书的随笔。这两篇不是论述类文本,但其中的观点、经验也能引 

发学生思考,激发阅读的兴趣,并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



《劝学》文言知识归纳

ー、通假寻踪

1 .糅以为轮,其曲中规

2 .虽有槁暴,不复挺者

通“煤”,用火烤使木弯曲

“有”通“又”；“暴”通“曝”,晒

3.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通“智”,陶慧

4.君子生非异也 通“性”,资质、禀赋



二、古今异义

1,木直中绳,猱以为轮

古义:把……做成 今义:认为

2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古义: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今义:人格高尚的人

3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古义:广博地学习,广泛地学习 

今义:知识、学识渊博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7613020303

00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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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book118.com/07613020303001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