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叙文阅读知识与习题训练 

语段阅读题答题总原则： 

（看题——读文——划区——定点） 

( 1 )先读题后读文。读题时注意从题干中找出“题眼”（即答题关键点），

带着问题读文，使阅读具有明确的目标。  

(２）读文时，要注意整体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意思。  

(３) 准备答题时，必须再次细读题目，找准“题眼”。 

(４) 答题时，具体题目涉及到相关段落，要对这些段落反复研读，找到文

中相关词句组织答案；如涉及全篇，则要再读全文。 

 

【记叙文】 

 

一、知识积累： 

1、 记叙文的概念：记叙文是以叙述、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记人、叙事、写景、状

物为 

主要内容的文章。 

2、记叙文的分类： 

从写作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四类： 

a．写人的记叙文；b．叙事的记叙；c．写景的记叙文；d．状物的记叙文。 

3、记叙的人称： 

（1）第一人称：以“我”的口吻或者角度展开记叙。 



   作用：便于直抒胸臆，读来有亲切感和真实感。 

（2）第二人称代词（你）。 

作用：可以增强文章的抒情性和亲切感，便于感情的交流。 

（3）第三人称（他、她、它或人名）：以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文章中的人物、事件、场

景等。 

作用：不受时空限制，能够从多方面自由叙述。 

4、记叙文六要素是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5、记叙文的表达方式：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说明。 

6、如何划分层次：  

（1）按时间划分（找表示时间的短语）  （2）按地点划分（找表示地点的短语）  

（3）按事情发展过程（找各个事件）    （4）总分总（掐头去尾） 

7、记叙的顺序及作用：  

（1）顺叙（按事情发展先后顺序。）  

  作用：叙事有头有尾，条理清晰，读起来脉络清楚、印象深刻。   

（2）倒叙（先写结果，再交待前面发生的事。）  

  作用：造成悬念、吸引读者，避免叙述的平板单调，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3）插叙（叙事时中断线索，插入相关的另一件事。）  

  作用：对情节起补充、衬托作用，丰富形象，突出中心。   

8、记叙文中的描写分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  

（1）人物描写又细分为：①外貌描写 ②神态描写 ③动作描写 ④语言描写 ⑤心理描

写  

另外，人物描写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以分为：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细节描写。  

人物描写的作用：塑造人物性格；  推动情节发展；  揭示文章主题。  

（2）环境描写又可以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句的主要作用：  



①表现地域风光，提示时间、季节和环境特点；②推动情节发展；  

③渲染气氛；④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心情、感情）；⑤突出、深化主题。  

  社会环境描写的主要作用：  

①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  

②在回答时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时代背景，指出文段中环境描写的相关语句揭示了什么

样的社会现实。  

9、修辞手法：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反复、借代、反问、设问、引用、对比等等。 

10、引号的作用： 

    ①表示引用（引用人物对话、诗文句等）； ②表示特定称谓（特殊含义）； 

    ③表示否定、反语、讽刺等意味；④表示特殊含义需要强调。 

11、破折号的作用： 

    ① 表示解释说明。  ②表示意思的转折及话题的转换。 

    ③表示意思的递进。 ④表示声音的延长、中断或停顿。 

12、省略号的作用：  

    ①表示说话的断续。②表示列举的省略。③表示说话的中断。 

    ④表示语意未尽，让人思索。⑤表示引文的省略。 ⑥表示状态的延续。 

二、答题技巧 

1、文章开头的作用： 

①开篇点题，总领全文。 

②引起下文，为下文作铺垫（记叙文）。 

    ③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④渲染气氛，奠定文章基调。 

⑤用故事或典故引出论点或说明对象，激起读者阅读兴趣（说明文、议论文）。 

2、文章结尾的作用： 

    ①总结全文，点明中心。 

    ②强化作者情感，深化中心，升华感情。 

 ③首尾呼应，使文章浑然一体。 

 ④言有尽而意无穷，引发读者思考。 

3、如何找中心句?   找尾段或首段的议论、抒情句。 

4、一句话或一段话的作用： 

①结构上的作用是：总领全文、引起下文、埋下伏笔、作铺垫、承上启下（过渡）、前

后照应、首尾呼应、总结全文、点题、推动情节发展等等。 

 

②语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感情）、点明中心（揭

示主旨）、突出主题（深化中心）。 

5、（1）线 索：①核心人物的见闻感受或者事迹（人线） ②核心事物：指某一有特

殊意义的物品。（物线）  ③核心事件（事线）   ④时间（时线）  ⑤地点变换线索

（地线）  ⑥感情线索：作者或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情线） 

   （2）找线索的方法： 

     ①文章的标题②各段反复出现的事物③文中议论、抒情的语句 

     ④作者的思想感情(变化) ⑤某一人物的见闻感受。 

  （3）作用：线索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一起，使文章

条理清楚、层次清晰。 



6、写作手法及表现手法：常见的有：拟人、比喻、夸张、对比、烘托、欲扬先抑、巧

设悬念、以小见大、托物言志（即象征）、情景交融、夹叙夹议等等。 

作用：（1）拟人手法：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化，从而

达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2）比喻手法：形象生动、简洁凝练地描写事物、讲解道理。  

（3）夸张手法：突出人或事物的特征，揭示本质，给读者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  

（4）象征手法（托物言志）：把特定的意义寄托在所描写的事物上，表达了作者的情

感，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5）对比手法：通过比较，突出事物的特点，更好地表现文章的主题。  

（6）衬托（侧面烘托）手法：以次要的人或事物衬托主要的人或事物，突出主要的人

或事物的特点、性格、思想、感情等。衬托，同类事物衬托是“正衬”，相反事物衬托

是“反衬” 

（7）讽刺手法：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段和方法对人或事物进行揭露、批判和嘲笑，加

强深刻性和批判性，使语言辛辣幽默。  

（8）欲扬先抑：先贬抑再大力颂扬所描写的对象，上下文形成对比，突出所写的对象，

收到出人意料的感人效果。  

（9）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使情节完整、结构严谨、中心突出。  

7、根据阅读短文的感受谈自己的看法或体会：  

（1）用第一人称；  

（2）采用１＋２或１＋３的形式。先用一句话概括出自己的看法或体会，再用两三句

话谈谈理由，可以摆事实、也可以讲道理，如题目有相关要求，还要注意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  

8、根据语境，补写心理活动：(1)必须用第一人称；(2)必须仔细研读具体语境。  

9、文段中事例的概括：  

  （1）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人物＋事情；  （句式：谁干什么？什么怎么样？） 

  （2）其他要素如：时间（季节、年代）、地点、环境，如果有特定意义，也应概括

在内。 

10、记叙文中的议论有三种方式：先叙后议、先议后叙、夹叙夹议。  



作用：可起到承上启下；统领全文；引发读者思考；点明人物或事件的意义；突出中心；

升华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1、给文段拟题： 

  （1）看开头、看结尾、看中心句、看过渡句、看反复出现的句子。 

  （2）语言要求简练，一般在4个字左右。 

12、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  

    这种题目往往就是限定不能直接用原文中的语句来回答，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

就是暗示你原文中有相关语句，所以你首先应该找出原文中的相关语句；  

然后将原文中的语句变成自己的话，可以采用下列方法：  

①概括大意法，适用于原文相关句子较长的情况；  

②翻译句子法，适用于文言文语段；  

③解释重点词法，适用于原文语句中有生僻词；  

④变换句式法，适用于原文使用的是疑问、设问、反问的语意未能完全明确的句子，而

题目又要求作出明确表达的情况。  

13、句子在结构上的作用分析：  

（１）对上文（或全文）：照应上文、首尾呼应、总结上文（或全文）；  

（２）对下文：引起下文，埋下伏笔、作铺垫； 

（３）对上下文：承上启下（过渡）。 

14、具体词语的含义与作用？ 

   方法:联系词语本义，解释在文中的含义，找出其指代的具体内容。坚持“词不离句，

句不离文”的原则，切忌“断章取义”。 

   答：“××”一词原指……，这里指……，起到了……的作用。 

15、关键句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点明题旨的句子；②描写、议论、抒情的句子；③

总结全文的句子；④起承转合的句子（如相互照应的句子和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过渡句）；



⑤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句子（如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反语、设问、

反问，特别是引用的句子）。 

理解关键句子主要是指能体味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如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

喜怒哀乐、褒贬态度及思想倾向等。同时要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功能、作用、特点。 

16、如何理解句子含义？ 

  方法：①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语理解句子。②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③

内外联系，通过联想来理解句子的含义。④通过修辞理解句子的含义。 

  步骤：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可分以下三步：①认真读原句，了解句子的表面意思。

②选择恰当的方法来理解句子含义 。③回扣全文中心，即把句子的理解与全文作者的

表达意图紧密结合，使句子理解更深刻。  

17、仿句： 

①话题。首先，仿句在话题上要与例句保持一致，做到材料紧扣中心，事例典型合

理。 

②句式。仿句句式要与例句相同。句式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主

动句、被动句等等。 

  ③修辞。仿句时应当运用与例句相同的修辞方法，所以应仔细研读例句所用的修辞

格，如比喻、排比、对比、拟人、反复、设问、反问、引用等。 

  ④结构。仿句的成分组合方式、修饰限制语的构成方式，均应与例句保持一致。 

  ⑤表达。仿写的句子应做到语言通顺、用词得当、简洁明确，不能出现不合逻辑、

牵强附会、浅薄幼稚的说法。 

  ⑥字数。对于某些仿句题，仿写时还应注意，字数上应与例句完全相同。 

18、句子比较分析题：（常见题意：原句换成改句行不行？或原句与改句哪个好？删词

句后行不行？） 



     答题方法及步骤：①表明观点（行不行，哪个好）；②分析原句优点；③分析改句

缺点。 

19、限字题的解答： 

    ⑴根据题目要求作完全准确的表述（此时不要过多地考虑字数的多少）； 

    ⑵对照字数要求进行简缩：①去除无关紧要的修饰语；②多音节词改为单音节词；

③用简称（尤其是地名）。 

    ⑶将符合题意和字数要求的句子连起来读一遍，是否有语病，有，必须修改。要做

到句子简明、完整、通顺、明确。 

阅读练习： 

（一）登山人 

【本阅读考察知识点：记叙文人称、人物描写方法】 

三个人同去攀登高山，第一个人刚开始攀登几步，感到山陡难登，就退了下来，他

说：“我是知难而退。” 

  第二个人登到半山，气喘吁吁，望着上面险恶高峻的山势，摇摇头说：“还是适可

而止吧？”也退了下来。 

  只有第三个人，在攀登途中，知难而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几次跌倒，都爬起

来再上，无所畏惧，毫不气馁。最后，终于登上了峰顶。 

  过了几天，三个人又碰面了。 

  第一个说：“登上峰顶，也不过那么回事。还是我知难而退好，省了许多力气。” 

  第二个说：“是呀！所以我适可而止，中途退下，还是明智的。” 

那个登上峰顶的人笑了笑，说道：“不过，顶峰上的无限风光，你们是无法看到的。” 

 



1.这篇短文采用第几人称进行叙述？有什么作用？ 

  答：第三人称；   作用：不受时空限制，能够从多方面自由叙述。                   

2.用横线画出写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登山时退下来的真正原因的语句。 

3.把短文分成两段，概括出第一段的意思。 

   三人一起登山，一个知难而退，一个适可而止，最后一个登上顶峰。                 

4.选择正确的一项填在括号里。  

（1）这篇短文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是（  C  ）  

   A.动作描写         B.外貌描写        C.语言描写        D.心理活动描写 

（2）本文的写作目的是（  D  ） 

   A.说明人们做事要善于判断，适可而止。    B.说明人们处理问题要有好的方式。 

   C.说明这座山很难攀登。                  D.赞扬不畏险阻、勇于攀登的精神。 

 

（二）夏日原野上的追赶 

【本阅读考察知识点：心理变化、环境描写、修辞作用、主题感悟】 

    从上学开始，老师就不止一次地在黑板上写下“最有意义的事”这样的作文题目。

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事呢？现在想来，那时写的几乎都是一些好人好事，什么捡钱包、让

座位、扶老人过马路……这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要把它们说成是我们生命中最

有意义的事，似乎也并不准确。因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将会对我们产生恒久的影响，会

成为我们一生中一直闪亮的灯塔，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航线和生命的质量。 

    我常常在想，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往往就静默于你的生命之中，然而却会在你生

命的某一时刻，呈现出强烈的意义来。 

    那是一年夏天的事。我在山里放羊。山坡下有一块瓜地。  B  （A.热烈   B. 酷烈  

C.和暖）的阳光将西瓜熟透的气息一丝一丝地逼入我的体内。看瓜的是一个老人，他一

直闭着眼睛躺在一个草棚子下面。我想他一定是睡着了。这大夏天的正午，太阳把人身



般，叶子卷得扯都扯不开，他不睡着才怪呢！瓜地里的西瓜像一个个孩子一样顽皮地瞪

着我，如果能抱着一个大西瓜狼吞虎咽一气，那该有多爽啊！ 

    我终于鼓足了勇气，一个猛子扎进瓜地摘下一个大西瓜，但就在这时，我的背后传

来一声大喝，我抱上瓜就跑。虽然他的大喝带给我极大的恐惧，但当我抱着瓜开始跑的

时候，我充满了自信。想想吧，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要追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那简直

就是龟兔赛跑！我抱着瓜回头看看那个追过来的老人，他腿脚不太利索，跑起来的样子

很好笑。我心里在笑他，他怎么就不想一想，他怎么可能追上我呢？ 

    夏日的田野是富有的，到处是绿色。我就在这样的田野里像一只被追赶的兔子一样

奔跑着，并不时回过头去看看那追赶我的老人。他一瘸一拐地追着。我跑一段，就停下

来向他举举手中的西瓜，然后继续往前跑。耳边的风掠过我的头发，像母亲手中的梳子

梳过一样轻柔而舒适。我的奔跑将深藏于绿色之中的兔子、狐狸、山猫惊动起来了，野

鸡、麻雀、鸽子也从草地上翔起。整个田野更显得繁华而富有，我甚至有些喜欢这种被

追赶下的奔跑了。 

    我跑出老远，心想他一定停下来了吧。可回头一看，他依然一瘸一拐地追着。我只

得又将西瓜向他举了举，继续往前跑。 

    在夏日的炎阳下长时间奔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已经气喘吁吁，嗓子像吃过辣子

一样干涩燥热，衣裤像水洗过一样贴在了身上。我有些支持不住了，但老人依然在一瘸

一拐地追赶。看得出来，他没有放弃的意思，仿佛他丢失的不是一个瓜，而是别的什么

东西；而且似乎他也乐意在这夏日里无遮无拦的田野上做一个追赶者。 

    我开始困惑了，他要追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尽头呢？但有一点我很明白，只要他不放

弃，就会追上我的，一定会追上我的！ 

    西瓜地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他的追赶像一片巨大的云彩投下的阴影   C   （A. 

阻挡  B. 影响  C. 笼罩）着我，我跑不出去。这就像马在风中跑，马比风的速度快，

但马永远跑不出风的世界。我害怕起来了，人一害怕骨头就酥了。我不得不放弃。我将

瓜放在了路上，跑到远处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着他一步一步逼近，最终到达西瓜跟前。

他抬起头看看我，然后像一个将军拎起敌人的首级一样将西瓜拎起来看看，又将西瓜放



 

他归去的样子颇有些凯旋的意味。 

这件事已经很遥远了。这些年来在社会上东奔西忙，我会时不时想起那场夏日原野

上的追赶，想起看瓜老人那永不放弃的一瘸一拐的身影。 

 

1.根据文意，从第三段、第九段的括号内为空白处选择恰当的词。 

2.根据选文，可以理出“我”在被追赶中心理、行为的主要变化过程。请你从备选答案

中选择恰当的三项（1）   A   （2）   D   （3）    E     

备选答案： 

    A. 充满自信    B. 轻柔舒适    C. 跑不出去 

D. 开始困惑    E. 选择放弃    F. 得胜而归 

   (1)  轻松快乐 → 支持不住 →（2）→ 害怕起来→（3） 

3.这篇短文采用第几人称进行叙述？有什么作用？

 答：第一人称；   作用：便于直抒胸臆，读来有亲切感和真实感。                     

4.对选文分析不准确的是哪一项？（  C   ） 

A. 选文的标题“夏日原野上的追赶”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概括了文章的主

要内容。 

B. 文中多次出现对老人一瘸一拐追赶的行动描写，有力地突出了老人永不放弃的精神。 

C. 第五段中对夏日田野繁华而富有的描写，反衬了“我”在炎阳下奔跑的艰辛。 

D. 第十段“凯旋”一词，传神地写出了看瓜老人在这场追赶中终获胜利的样子。 



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请用原文中的语句概括作答。 

    答：人生最有意义的事将会对我们产生恒久的影响，会成为我们一生中一直闪亮的

灯塔，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航线和生命的质量。                                              

6.品味第九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结合语境说说它的表达作用。 

    答：把“我”比喻成马儿，把老人比喻成“风”，生动形象的写出了我在老人的追

赶下奔跑，我尽管比老人跑得快，但永远摆脱不了他执着的追赶。                           

7.你认为老人为什么执意追赶“我”？从夏日原野上的这场追赶中，你获得了怎样的感

悟？ 

（1）履行看瓜的职责；以行动对偷瓜的孩子进行教育。 

（2）认准目标，执着追求，不畏困难，永不放弃。    做事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三）母亲的本能 

【本阅读考察知识点：概括主要内容、写作顺序及作用、结尾（环境）作

用】 

深冬的一天，我出差到了西安，在和平门公交车站等车。很快，5路车驶了过来了，

刚靠站，一群人匆忙地上车，一群人赶紧地下车。 

我没挤上这趟 5 路车，却见到一个头发花白，挎着蓝布口袋从这趟车上下来的老大

妈，一抬眼就猜出是从山里农村来的人。她转了并排的两个站牌，然后走到了我站的站

牌跟前，大妈又在这个站牌边转了一圈，那目光很是茫然，心情很是着急的样子。我问

她：“大妈，您到哪里去？”“我到交大附属医院，去看住院的儿媳妇。可我不认识字，

这该上哪趟车？请你告诉我，谢谢了！”大妈一脸的困惑。 

大妈这刚下 5路车又想上 5 路车的举动，真让我疑惑：“你刚才坐的就是 5 路车，

就要经过你要去的医院，再有 6个站口就到了啊。”我虽然这样说，但我也明白，莫说

大妈不识字，就是识字的人乘错车，也是乡下人进城经常发生的现象，连我初到西安时

就有看错过路线也坐错过车的经历，何况大妈呢！但我还是忍不住嘴说：“你没问问开



到交大附属医院应该在哪里下吗？还有车内的广播也会到一个站

报一个站，还要提前报下一站啦，你没听见啊？” 

“听见了，听清楚了！”大妈这时绽开了亲切温和的笑脸说，“车上人多，又挤又

颠的，在我身边的一个小伙子后上车没有座儿，看到他老是那样站着，我这心里就怪难

受的，走了一个站就把座儿让给了他。” 

    “哎呀，我说大妈你这也太感动人了，只有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儿的，哪有大妈你给

小伙子让座儿的道理呢！话再说回来，即使你要让座儿，也该到交大附属医院的站牌再

下车嘛！”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孩子，你哪里晓得，我身边的小伙子一条腿有残疾拄着拐杖，都是当娘当妈的

孩子，我看他老是那样不方便地站着，车一搡一搡地，一把一把地揪着娘的心那样疼啊。

你说我看得下去吗？”大妈看了看我，把蓝布口袋从左肩换到了右肩，“我也想了，我

这么一大把年纪给他让座，他肯定不会坐，即使是坐了他也会再让给我的，所以我干脆

说到站了，好叫他安心乐意地坐下，我就从这里下了车呢。” 

    大妈那轻轻的话语，在我的心里却沉下重重的深情。不知道那陌生的小伙子明不明

白大妈的心思，我顿然感到眼前不是乡下矮瘦与头发花白的大妈，而是天下儿女最崇敬

的善良美丽的母亲。 

5路车又开过来了，我赶紧将大妈扶上车。 

虽然这是寒风呼啸的深冬，我心里却是暖流涌动、热血沸腾的春天。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深冬的一天，西安的 5 路公交车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妈提前下车为了给一位腿有

残疾的小伙子让座。                                                                      

2.标题中“母亲的本能”中的“本能”指什么？请结合全文回答。 

    答：“本能”指母爱，大妈说自己也有孩子，看那小伙子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本能关爱他，为他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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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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