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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论文概念

    议论文是一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直接表达作者的见解和主张的文体。

它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主要目的是以理服人。论点、论据、论证是议论文

的三要素。



二、议论文论点与论题

概念
论点是作者对议论的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
论题是作者所议论的问题或话题。

特点

议论文的论点是一句表示判断的陈述性质的完整的话,必须正确、鲜
明。从形式上看,一般不可能是短语、疑问句、比喻句等。
教材示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中国人失掉自
信力了吗》）就是论点。

同一论题,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
教材示例：“谈创造性思维”（《谈创造性思维》）就是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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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特征:文章的主要见解称为中心论点。中心论点是全文的统帅
和灵魂,一篇文章有且只有一个中心论点。
教材示例:（1）文章标题即中心论点。如《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
文，文章标题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
（2）中心论点在文章开头。如《敬业与乐业》一文，在文章第1段
就提出中心论点:“‘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3）中心论点在文章结尾。如《谈创造性思维》一文，在文章结尾
归纳全文，指出拥有创造性思维所必需的诸多要素，表明如何成为
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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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论点还需要结合全文内容去概括。如《论教养》一文并未
直接点明中心论点,而是透过众多“有教养”和“无教养”的现象,探究
“真正的教养”和“优雅风度”的本质,深入浅出，富有现实意义。这类
论点的判断需要抓住能愿动词“应该”“必须”“要”或者逻辑总结词“总
之”“因此”“总而言之”“由此可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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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特征:用以补充和证明中心论点的分支论点叫作分论点。分论
点是为证明中心论点服务的,一篇文章可以有多个分论点。
教材示例:《敬业与乐业》在文章第1段提出中心论点:“‘敬业乐业’四
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接下来,从中心论点分出三个分论点,
分别谈论“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



三、论据类型及作用

    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材料,分为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两大类。在议论文

中,论点是统帅,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它们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

论据类型 特点及内容 作用 教材示例

事实论据
（用来证
明论点的
事实）

通常真实而典型,
概括而简明。主
要包括现实事
例、历史事实、
统计数据、亲身
经历等。

事实胜于雄辩，
用事实论据可以
具体、真实、有
力地论证观点,增
强文章的可信度
和说服力。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
中，作者举明朝大哲学家王
阳明“格”竹子的事例,具体有
力地论证了“传统的中国教
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

知”,从反面论证了中心论
点。



论据类型 特点及内容 作用 教材示例

道理论据
（用来作
为论据的
言论）

有一定的权威
性。包括名言警
句、谚语、俗
语、科学原理
等。

增强论证的权威
性、科学性,使论
证更有说服力。

《敬业与乐业》一文中，引
用孔子的名言“饱食终日,无
所用心,难矣哉”及“群居终
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

哉”来论证“有业之必要”的观
点。



四、论证方法及其作用

    论证是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论证方法主要有举例论证、

道理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一篇议论文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论证方法。



类型 特点 标志词 答题模板 教材示例

举例
论证

列举确
凿、充
分、有代
表性的事
例证明论
点。

常含有“如”
“比如”
“……就是
一个例子”
之类的词
或短语。

举……的事
例,具体有力
地论证了……
的论点,使论
证更加真实可
信,更有说服
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
文中，首段连续列举三个“事
实”（先前信“地”、信“物”,后来
信“国联”,之后求神拜佛）,具体
有力地论证了“如果单据这一点
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

了的”的观点。



类型 特点 标志词 答题模板 教材示例

道理
论证

用经典著作中
的精辟见解、
古今中外的名
言警句以及人
们公认的定
律、公式等来
证明论点。

多用冒号、
引号标明所
引用的内容,
有时也有“×
×曾说过”之
类的提示
语。

通过引用……的
精辟见解、名言
警句等,深入浅
出地论证了……
的论点,使论证
更深刻,更权威,
更科学,更具说
服力。

《敬业与乐业》一文
中，引用唐朝名僧百
丈禅师的格言“一日
不做事,一日不吃饭”
来论证“人人都要有
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

断地劳作”的观点，
使论证更权威，更有
说服力。



类型 特点 标志词 答题模板 教材示例

对比论
证

拿正反两
方面的论
点或论据
作对比,在
对比中证
明论点。

常含有“反
之”“但是”
之类的词
语。

把……
和……加以
对比,形成正
反对比论证,
鲜明突出地
论证了……
的论点。

《怀疑与学问》一文中，将
“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
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
和“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
人的旧说……人类的文化也

就不会进步了”进行比较，
强调怀疑是建设新学说、启
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



类型 特点 标志词 答题模板 教材示例

比喻
论证

用人们
熟知的
事物作
比喻来
证明论
点。

常见比喻词:如、
像、似、好像、
仿佛、犹如、如
同、恰似。
常见搭配:像……
似的、如……一
般、像……一样
等。

把……比作……,
生动形象地论证
了……的论点,从
而把抽象深刻的道
理阐述得生动形
象、浅显易懂。

《谈读书》一文中，
“盖天生才干犹如自
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

何修剪移接”生动形
象地论证了读书对人

的重要作用，把抽象

深刻的道理阐述得生

动形象、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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