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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时　扩展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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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分析

“扩展语句”是指根据表达中心的需要，把简单凝练的语句或一组

词语，扩展成表达具体明朗、语言丰富多彩的语段。扩展既要求考生能

够从原有的语句中悟出所暗示的范围和方向，又要求在原句(或段)所限

制的范围内尽量地发挥。这种题型既可以考查考生把握理解现有语句的

能力，也可以考查考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扩展语句试题虽然在高考卷中

偶有涉及，但此类题目答案的灵活性又决定了它的考查频率在低位徘徊。



一、扩展语句的一般原则

1．强调话题意识。高考语言表达题，是有一定的中心的，强调话

题意识，就是强调语言表达的内容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中心，陈述中

心，而不能游离中心。

2．符合具体语境。就考题来说，题干包含着语境；试题所给的材

料，也包含着一种语境。一般说来，语境对语言表达起限制和补充两种

作用。考题所提供的语境，更多的是限制作用。

3．建立表达意识。所扩写的一段话要注意叙述角度一脉相承，语

势一气贯通；在句式、结构、风格等方面与上下文和谐一致。



二、扩展语句的基本方法

“扩展语句”考查的是扩展、丰富语言信息的能力。扩展后的语句

应含有较大的信息量，表意丰富，有血有肉；同时在句式或修辞等方面

符合试题要求。下面以例题进行具体说明。



【例】　根据苏轼《赤壁赋》中的名句“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写

一个场景。要求：想象合理，语言生动，40个字左右。

1．读懂题干，明确要求。

无论是提供词语的扩展，还是提供句子的扩展，实际上都是提供了

语言材料，只有全面领悟材料的信息，把握材料所明示或暗示的要求，

才能确定扩展的具体内容，做到和谐统一。这类要求有两个层面：一是

显性要求，二是隐性要求。

所谓“显性要求”，是指命题者在题干中明确限制扩展后必须具备

的条件。诸如以什么为重点，运用什么修辞方法或表达方式，要补充什

么内容，要有多少文字等。此题中的“写一个场景”“想象合理”“语

言生动”“40个字左右”就是显性要求。



所谓“隐性要求”，是指在题干中没有明确要求和具体限制，而隐

含在所提供的具体语境中的条件。如需要什么样的文体，具有什么样的

感情色彩，应该表现什么样的情、景和理等。这是考生容易忽视的问题，

而答案的正确与否，又与此息息相关。这些要求往往需要考生自己根据

提供的语境去揣摩。此题虽然只提供了两句诗，但是此诗前两句应该属

于同学们熟记的内容：“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也就是

说要求写的内容应该与“有月亮的夜晚”这个隐性要求相一致，应符合

原文的意境格调，如果写的是白天的景色就不合要求了。



2．找准关键，明确方向。

不同扩展题型扩展方法是不同的，如连缀词语型的扩展语句，关键

在于找一个联结点或一个情境把所给的词全部用上。此题扩展的关键在

于要紧紧扣住《赤壁赋》原文的意境。

3．注重描写，强化修辞。

描写可以使要表达的内容更具体、真切，从形象上丰富原文内容。

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法可以使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此题要求写

一个场景，在修辞方面没有要求，运用描写的手法扩展是成功的关键。

【答案】 示例：白茫茫的雾气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江面，月光映照着

辽阔的江水，水光远接天边，水天连成一色。



三、扩展语句的考查题型

针对扩展语句的设题形式，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考向(一)　连缀词语型

连缀词语就是要求考生根据命题者提供的若干词语，想象在某种语

境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嵌入这些词语或者是这些词语中的某几个词语。



考生解答词语连缀型扩展语句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审清题目要求，尤其要注意那些明确、具体的要求，每一项要求

都不能遗漏。

(2)明确词语本身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这些关系寻找

解题的突破点，即设定合理情境，“境”可以是一段描写，一种心境，

一点说明，一种见解，一番感慨，一种哲理。

(3)通过添加成分或穿插恰当句子组合成一段话，连缀词语，只要能

顺理成章地嵌入指定或选定的词，便符合要求。



1．常规考查

　　　把下面四个词语连缀成一段话。要求：表达意思完整，中心

突出；至少使用一种修辞；不少于80个字。

苍穹　星星　云雀　歌唱

 典例1



【我的分析】　题干要求把四个词语连缀成一段话，且有修辞、字

数等要求。应首先确定这段话的中心内容，再进行叙述。

(1)从四词中选定一个主体，确定表达中心

____________(如把“云雀”作为主体进行描写，表达它对自由或光

明的追求。)

(2)将其他三词定位，考虑运用的修辞手法

____________(如“苍穹”和“星星”可以作为其活动场景中的一部

分，“歌唱”可以作为其动作，使用拟人的修辞手法。)



【答案】　示例：天刚蒙蒙亮，在东方泛着鱼肚白的天空中，有一

只云雀在欢快地飞翔，它仿佛和星星会合在了一起，在高高的天空中唱

歌，那声音清脆悦耳，就连寥廓的苍穹好像也在屏息静听这小生命为无

边的宇宙歌唱。



2．变式考查

拟写文学短评是近年考查的一种新题型，如2023年新课标卷、北京

卷都进行了考查，其中部分题型就包含词语连缀的内容。相关题型见专

题三分点突破五。

考向(二)　丰富句意型

丰富句意即把一个相对简单的句子扩展为相对复杂的句子或者含意

丰富的一段话。



考生解答句意丰富型扩展语句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仔细研读原句，把握扩展的基点。所谓扩展基点即一句话中说得

比较含蓄、有待丰富的内容。

(2)明确答题要求，把握扩展方向。扩展语句时，要仔细阅读题干中

的提示和要求，领会扩展的目的，充分考虑语境对陈述对象、角度、语

意、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制约。

(3)展开联想和想象，适当添枝加叶。通过添加附加成分(定语、状

语、补语)，使一个简单的句子丰富生动，富有审美情趣。

(4)运用形象描写法,对所描写的人物进行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

使人物更富有神采；对所描写的事物进行外观等描写，使事物更具体。

(5)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使句子具体生动。



　　　按要求把下面的句子扩写成一段话。

这个冬季，天气异常寒冷。

要求：①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②至少运用两种不同的修辞

方法；③不少于80个字。

【我的分析】　题干要求把下面的句子扩写成一段话，且有正侧面

描写、修辞手法、字数等要求。

(1)分析句子内容，确定扩展的基点或中心

____________(从句子内容来看，扩展的基点或中心是“寒冷”。)

 典例2



(2)增加修饰、限制成分和描述性句子

____________(如“这个冬季还没有来临之时，气象专家就分析说今

年冬天是一个严冬，天气将异常寒冷”。)

(3)运用正面与侧面两种描写手法及两种以上修辞方法进一步扩展

____________(如“冬天来了，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觉得怎样冷，可一

进入寒冬腊月，老天爷就变了脸，北风呼啸，狂雪乱舞，风吹在人的脸

上，脸就好像被猫爪抓了一样，火辣辣地痛，连续多日，气温都没有回

升的迹象”。)



【答案】　示例：这个冬季还没有来临之时，气象专家就分析说今

年冬天是一个严冬，天气将异常寒冷。冬天来了，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觉

得怎样冷，可一进入寒冬腊月，老天爷就变了脸，北风呼啸，狂雪乱舞，

风吹在人的脸上，脸就好像被猫爪抓了一样，火辣辣地痛，连续多日，

气温都没有回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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