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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议论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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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　论点[20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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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 论 点 和 论 题 的 区 别 ——

论题是作者要论述的问题或对象，限定了文章的内容和范围，可以只是

一个词语或短语，而论点是作者针对论题发表的观点、看法、主张，一

般是一句意思明确的表判断的陈述句。如《敬业与乐业》的标题，只说

明了论述的对象，是论题。



返回目录考点精讲

广东真题考法

1.[2023]15A.①段引用周恩来的自勉对联，意在引出既要会读有字

书，又要会读无字书的观点。（论点的提出方式）

原文：周恩来早年曾题对联自勉：“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

读书。”他告诫自己也劝诫人们：交友要有选择，要选良友、诤友；读

书要注重实践，会读有字书，也会读无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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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13D.文章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如果把读书学习

作为一种追求，就能不断拓展视野，更新观念，提升自我。（归纳论点

与写作目的）

原文：无论客观世界如何变化，人的因素始终具有决定性。只要我

们始终坚守“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一信念，时刻把读书学习作为

一种追求，一种境界，一种信仰，就一定能拓宽视野，更新观念，振奋

精神，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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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1.[九上《敬业与乐业》思考探究]认真阅读课文，说说作者提出了

什么论点，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阐释和论证的。

[方法提示]（1）审题：①明范围→全文。②明对象→“什么论点”

指中心论点，“哪几个方面”指分论点。（2）答题：分点作答，先答

论点，再答分论点，组织答题语言时注意结合原文关键词句。

[参考答案]作者在开篇提出中心论点“‘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

类生活的不二法门”，之后从“有业之必要”“要敬业”“要乐业”三

个方面进行阐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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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思考探究]阅读课文，回答下列

问题。①作者批驳的观点是什么？②作者主张的观点是什么？（考查驳

论文的论点）

3．[九下《谈读书》思考探究改编]下面这段文字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作者是怎样论述的？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

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先分别论述各类书籍学问的

价值）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然后总结归纳出观点）



返回目录考点精讲

全国创新考法

1.[2024四川眉山 ]下列不属于本文观点的一项是（　 　

）（区分事实和观点）

2．[2024山西]二组同学正在讨论“如何为上文准确拟题”，请参与

并完成下面组长的发言。（6分）（议论文标题常表明论点或论题）

小语：我想以“成熟的麦穗懂得低头”为题，有吸引力。

小文：议论文的题目不能只考虑有吸引力。我觉得以“涵养谦逊低

调之风”为题目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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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我建议可以仿照《论教养》的拟题方式，以“论谦逊低调”

为题目。

组长：我同意小文和小美的观点，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022贵州铜仁]本文的观点是什么？与孔子说的“择其善者而从

之”有什么区别？（3分）（观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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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论据[2019、2017、2016、2015、20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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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1.[2013]下面的材料，可用作本文第

④段的事实论据，请说明理由。(3分)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相

对封闭，经济并不发达。2006年被评

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

一，“幸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

界排名第十三。

[思考过程]指定段落的论点是什么？所给材料写了

什么内容？能否印证指定段落的论点？

[参考答案]第④段围绕幸福指数受到心理参照系的

影响展开论述。（1分）不丹相对封闭，缺乏与其

他社会的比照，心理参照系比较稳定（由于心理

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人们知足常乐，所以

幸福指数高。这正好证明了本段的观点。（2分）

2.[2019]下列与文中“坚定是生命的黄金”这个观点不相符的一项是（　　）

3．[2017]下列与本文所说的“胜心”“畏心”和“痴心”含义（把握重要概念的内涵）

不相符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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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19、2017真题溯源·九上教参《谈创造性思维》教学设计改编]
有位同学想写一篇文章，论述“业精于勤”这个观点，他在班级搜集了这

样两则材料作为论据，请你说说哪个论据用到文中更好？为什么？

材 料 一 ： 李 华 同 学 学 习 上 做 到 了 三 勤 ——
勤用脑、勤用手、勤用口，三年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材料二：邓璐同学每天从早到晚，埋头书本，甚至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常常看着看着，连饭都忘了吃。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市重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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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示]判断表态＋说明理由（即论述所选材料强调的观点与“

业精于勤”一致）。

[参考答案]材料二更好。“业精于勤”这个观点阐明了事业/学业因

勤奋得以精进的道理，材料二中邓璐的事例体现了通过勤奋学习走向成

功，与“业精于勤”的观点一致。（材料一侧重于强调学习方法，即多

用手、多用脑、多用口，成绩才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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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九上《敬业与乐业》积累拓展改编]作者在谈到“有业之必要”

时，举了孔子和百丈禅师的两个事例。参照这种写法，试着为“凡职业

都是有趣味的”提供几个事例。（补写事实论据：注意论据要典型、真

实、有说服力，可优先选取熟知的名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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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考法

[2023山东济宁]有人认为第④段中的论据与第③段雷同，可以删掉，

你是否赞同？为什么？（3分）（两段所用的陈景润事例论述角度不同，

证明的分论点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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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3　论证方法及其作用[2023、2019、2016、2015、2014]

注意：不同论证方法的特征和作用见本专题“文体知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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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1.[2023]下列关于论证方法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多在论证方

法的具体作用上设错）

A.①段引用周恩来的自勉对联，意在引出既要会读有字书，又要会读无字

书的观点。

B.②段把事业成功者和不善读无字书者作对比，突出了前者比后者更善于

读有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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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③段列举鲁迅与瞿秋白、冰心与巴金等事例，论证了会交友是读无字

书的一个方面。

D.⑥段运用比喻论证、举例论证等多种方法，论证了入社会是读无字书

的一个方面。

2．[2016]12C.作者善于运用引用论证的方法阐述道理。如引用苏东坡、

丰子恺等人的名言，既丰富了文章内容，增强了说服力，也使文章富于

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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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九上《敬业与乐业》思考探究改编]本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有

什么作用？试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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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九上《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思考探究]文章

的后半部分围绕着“两个强盗”的比喻展开，这样写具有怎样的表达效

果？

[参考答案]国家、政府的形象是抽象的，用“强盗”来比喻英国政

府和法国政府，（点明本体和喻体）使两国政府的形象具体化、贬义化，

鲜明地揭示出英法联军所谓“远征中国”的实质是侵略和掠夺，突出表

明了作者批判英法侵略者罪行的立场。（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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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九上《论教养》旁批]先谈“无教养”的例子，再谈“有教养”

的表现，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对比论证好处：引起读者重视和思考，

突出强调后者，使作者观点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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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4　论证思路（结构）[2023、2017、2016、20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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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1.[2023]选文④⑤

两段的顺序能否

调换？请说明理
由。（3分）

[思考过程]（1）④⑤两段在论证内容和论证结构上有无逻

辑关系？（2）④⑤两段的分论点是否与选文其他部分的表

述相照应？

[参考答案]满分层级示例：不能调换。④段论证要善游历，

开阔眼界，侧重阅历的积累，⑤段论证要多经事，磨炼意

志，侧重精神的锤炼，两者具有层进关系；④段“善游历

”和⑤段“多经事”与末段中“行万里路，经万般事”相
对应。（回答“不能调换/能调换”，能从论证内容和论证

结构两方面说明，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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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12D.文章结构严谨，思路清晰，①②段引出论题，③④⑤段分析说

理，结尾提出要提升人生的境界，活出精彩。

3．[2015]12A.文章开头由几个年轻人静心做茶的事例引出话题，然后逐层

论证，最后提出中心论点：“培养‘静能量’，也不是要搞得暮气沉沉，

故作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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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17、2015真题溯源·九上《怀疑与学问》思考探究改编]简要

分析本文的论证思路。

　[方法提示]①明方法→先划分层次，归纳层意；②明思路→用“

首先”“然后”“接着”“最后”等词连贯答案，使组织的答案富有逻

辑，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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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文章首先通过引用程颐、张载的名言提出中心论点——

治学必须有怀疑精神；然后从“怀疑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

和“怀疑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两方面展

开论述，并综合运用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

突出强调怀疑精神对于做学问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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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九上《怀疑与学问》思考探究改编]细读课文，画出文中承上启

下的关键语句，梳理文章的论证结构，完成表格。（文中的过渡句往往

标示层次的转换）

3．[九上《敬业与乐业》思考探究]在论述过程中，文章常使用某些

词语或句子来推进论证或转换话题，如关联词、设问句等。试从第6、7

段中找出这类词句，具体分析。（阅读时圈画这些能够推进论证或转换

话题的关键语句，有助于厘清论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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