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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基础知识与答题技巧 

 

大部分语文不好的同学会很纳闷：语文不像数学那样答案明确，我该怎么做才能把语文

学好呢？ 

面对语文弱科，很多同学感到无从下手。数学偏理性，语文偏感性，这两科又没有哪一

科是绝对的理性和感性。故而找到语文中的理性部分，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这些基础知识和答题技巧，就像数学中那些极为常用的基础定律（四则运算、勾股定理

等），可是很少有同学来花时间做一个规范和整理，这些基础知识就显得零碎而杂乱，不成

章法。一旦这个基础知识体系建立，一劳永逸。 

数学的基础运算都不会，是不可能学好数学的，语文亦然。 

一、语文基础知识 

一、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 

二、修辞手法： 

1 比喻：比喻就是“打比方”。即抓住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的相似点，用一事物来喻另

一事物。比喻的结构一般由本体（被比喻的事物）、喻体（作比方的事物）和比喻词（比喻

关系的标志）构成。构成比喻的关键：甲和乙必须是本质不同的事物，甲乙之间必须有相似

点，否则比喻不能成立。 

作用：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化冗长为简洁。用在记叙、说明、

描写中，能使事物生动、形象、具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用在议论文中，能使抽象道理变

得具体，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最常用的还是生动形象。 

如：窄窄的木板，是一支飞鸣的利箭。 

小小的三角帆，是一支彩色的大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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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代：借代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述的人或事物，而用与其相关的事物来代替。它强调两

事物间的相关点。 

作用：能起到突出形象，使之具体、生动的效果。 

如：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夸张：夸张指为追求某种表达效果，对原有事物进行合乎情理的着意扩大或缩小。要

求使用时不能失去生活的基础和根据，不能浮夸。 

作用：烘托气氛，增强联想，给人启示。可以引起丰富的想象，更好地突出事物的特征，

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4 对偶：对偶就是“对对子”，也称“对仗”。它必须是一对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

相同，意义相关的短语或句子。两句间的关系有承接、递进、因果、假设和条件等。 

作用：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奏感强，具有音律美；内容上凝练集中，概括力强。 

如：四十年别井离乡，雁沓鱼沉；五百个月缺月圆，梦萦魂牵。 

5 排比：排比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内容相关、语气一致的短语或句子组

合而成。常用强调的同一词语重复出现在各个短语或句子的同一位置上。 

作用：可增强语言的气势，强调内容，加重感情。用来说理，可把道理阐述得更严密、

更透彻；用来抒情，可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如：人生旅途中有多少携手相伴的朋友，多少次肝胆相照，多少次投桃报李,又有多少

美丽温暖的回忆漫漫长路，总有朝夕相处的亲人，多少叮咛，多少呵护，多少孝心，多少无

私。 

6 设问：无疑而问。往往明知故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要确定答案。 

作用：引起读者思考。用在标题上，能吸引读者，启发读者思考，更好地体现文章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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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用在一段的开头或结尾处，除引起思考外，还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用在议论文中，

能使论证深入，脉络清晰。 

如：白色的花含有什么色素呢？白色的花什么色素也没有。 

7 反问：反问的特点也是“无疑而问”，用疑问句的形式表示确定的意思，句末一般打

问号，有的也打感叹号。 

作用：以加强语气，增强表达效果，起强调作用。 

如：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

前倒下去了吗？ 

8 拟人：使事物人格化，使语言富有神采。 

9 反复：由二个相同的词语或句式构成反复，主要起强调作用。 

答题模式：(1)点明何种表现手法 (2)表现了什么内容(3)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如：此句运用了××××，从而生动形象表现了××××，表达了××××。 

注：修辞手法非常多，这里仅阐述常见修辞。 

三、特殊标点符号的作用： 

破折号的作用主要有： 

1、表示后面是解释说明的部分，有括号的作用； 

2、表示意思的递进； 

3、表示意思的转折； 

4、表示话题或语气的转变； 

5、声音的延续等。 

引号的作用主要有：  

1．表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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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示特定称谓； 

3．表示特殊含义需要强调； 

4．表示反语、否定或讽刺。 

省略号的作用主要有三种： 

1.表示文中的省略部分； 

2.表示话语中没有说完的部分； 

3.表示断断续续中话语的停顿。 

三、人物描写的方法：  

1、肖像（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活动描写；  

2、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 

四、常见写作方法、表现手法： 

联想、想像、象征、比较、对比、衬托、烘托、反衬、先抑后扬、以小见大、托物言志、

借物喻理、寓理于物、借物喻人、状物抒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 

五、常见情感： 

迷恋、忧愁、思乡、怀念、惆怅、寂寞、伤感、孤独、烦闷、迷茫、失落、恬淡、闲适、

欢乐、愉悦、仰慕、激愤、愤懑、坚守节操、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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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现代文题型 

为了更好的解读基础知识如何应用到答题过程中，现将基础知识和答题技巧融合讲解。 

一、文章段落语句的主要作用有：（必须从内容、结构两个方面来进行做答） 

1、结构上：总起全文、承接上文、引起下文、承上启下（过渡）、照应前文（开头）、

首尾呼应、打下伏笔、作铺垫、前后照应、总结全文、点题、推动情节发展。  

2、内容上：渲染气氛、开篇点题、抒发情感、点明中心、揭示主旨、深化主题、画龙

点睛。  

3、写法上：气氛渲染 、托物言志、以小见大、设置悬念、埋下伏笔、为后文作铺垫、

欲扬先抑、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托物言志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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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然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句的主要作用： 

１、表现地域风光，交代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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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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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页 共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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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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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提炼中心、主题：  

要注意体会本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以及蕴涵在文中的思想感情。注意一

些常用词语，如概括主要内容，一般用：本文记叙了……，描写了……，介绍了……，通过……，

等等，如概括写作目的和思想感情，一般用：表达……、抒发……、赞美……、歌颂……、揭

露……、鞭挞……、讽刺……、说明……、揭示……、反映……等。  

七、文段（各种文体）中指代词指代对象的判断：  

１、常考的指代词有：这、那、这些、那些、其他、以上、如此、此……；  

２、一般是往前找；  

３、找到之后，将找到的内容放在指代词所在句中读一读，看是否适合。  

八、作用、含义分析题：  

1、句中用了关联词“虽然……但是……”，这组关联词表转折关系；用了关联词“不但……

而且……”之类，这类关联词表递进关系，两者用意都在于强调后者。 

2、评价、赏析一句话：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先评写作特色、语言特色，如用了什么修

辞手法、表现手法，语言或生动或优美或讲求对称或准确严密……再评思想内涵，即阐明这

一句表达了什么观点，给你什么感受、启迪、教育…… 

3、分析一句话的含义也可从分析关键词入手，着重体会关键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4、说明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说明内容、说明对象的特征和说明文语言的特

色（准确、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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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记叙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文章所渲染的特定气氛、表达的感情、人物形

象的特点等。  

三、阅读题全攻略 

1.现代文总攻略 

所谓总攻略，是指无论何种文体的现代文阅读，都应遵循借鉴的步骤。 

1、先读最后一道多项选择题，大致了解文章内容。（按照个人习惯看是否做这一步）  

2、第一遍速读全文（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速读不是泛读），并重点关注画龙点晴

的句子、议论和抒情的语句、过渡连接作用的词句。 

3、 开始读题，准确“翻译”题目的深层意义。（这里的翻译是指明确问题想要我们回

答的是什么，有的同学看完题后很迷茫，不知题目该从什么角度作答，乱编一气） 

4、带着问题重读文章，找到与题目对应的文段，并划出相应的词语、句子。  

5、 根据划出的词语、句子进行解题。解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回答问题，不能用比喻、拟人等形象化的修辞语言； 

（2）综合分析，不能只答抽象的要点，要有适当而具体的分析； 

（3）对应题旨与分数，分多个要点阐述。一般情况，4 分题答案至少应有两点，6 分

题答案至少应有三点。 

（4）一般来说，答案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词语、句子就在原文中，应抓住这些重要的

词句，进行有效的提取、剪辑、重组，这样组织起来的答案，一般都和标准答案较切近。如

果弃文中的重要词句不用、完全用自己的话去回答，绝对是不可取的，那样的回答距标准答

案都有一定的距离，有时甚至相距甚远。 

（5）千万不要一字不差地摘录原文，应该摘录运用关键词而非整句。 

（6）要善于借鉴多项选择题中的关键词或句子回答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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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字迹工整，写满为止。  

2.记叙文攻略  

一、词语：答题时一定要在文段句词的前后找答案或找解答的依据。  

(1)能理解词语的表面意义，以及深层含义和言外之意，并能理解其表达的效果；  

(2)能确定词语指代的内容：一般出现在上文,找出后代入原文,看是否通顺合理。 

二、概括：  

内容概括（一句话概括故事情节）：人物和事件 (抓要点概括,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点必须

要\首尾的关键句必须扣住)  

中心思想概括：如:“本文通过某人做某事，表达了作者对……赞美与敬佩之情等,赞美

了他（人物性格、精神品质)  

三、主旨句的作用：结构上贯穿全文，内容上点明中心。 

四、修辞方法及表达作用  

比喻，拟人：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 ，表达了 情感。  

排比：表现了 ，抒发了 ，增强了语势，加强了感情。    

设问：自问自答，引起读者思考 ，使文章有起伏。  

反问：加强语气，增强语势，表达了 （的情感），使文章有起伏。 

五、记叙顺序及作用？  

（1） 顺叙（按事情发展先后顺序）作用：叙事有头尾，条理清晰，脉络清楚、印象

深刻。  

（2） 倒叙：造成了……的悬念，使故事情节更曲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3） 插叙作用：补充交代了……使人物形象更丰富，使中心更突出。  

记叙文中穿插议论的作用:结构上承上启下；内容上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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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价感悟类  

评价：“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好不好”？感悟:结合主旨、个人生活体验,提出对问

题的看法。  

启示从原文引出；评价表明态度及理由。特别注意是否让举例或结合实际，把题目中所

要求的全部答出。 

八、懂得常用的描写人物的方法，并理解其作用。 

方法有：①正面描写：语言、动作、心理、神态、外貌； 

②侧面（间接）描写：其他的人或事； 

③细节描写； 

④环境衬托人物心情等； 

⑤用词的感情倾向，褒贬色彩； 

作用是：揭示人物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非主人公在文中的作用：对比烘托，使主人公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九、记叙文语言风格：亲切自然口语化、幽默讽刺、热情奔放、冷峻辛辣等 

十、人称作用： 

第一人称：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第二人称：便于作者与文中的人物或读者感情交流，显得特别亲切、感人。 

第三人称：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灵活的反映客观内容，有比较宽广的活

动范围。  

3.说明文攻略 

一、说明文分类：  

1、从说明对象的角度：事物性说明文、事理性说明文，也可分为科技性说明文、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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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说明文。  

2、从说明文语言特征：平实的说明文、生动的说明文。  

二、说明顺序：  

１、时间顺序：历史顺序、年代顺序、四季交替顺序、早晚（先后）顺序  

２、空间顺序：注意表方位的名词  

３、逻辑顺序：先总后分、由主到次、由表及里、由简到繁、由此及彼、由现象到本质

等。  

典型考题：本文使用了什么说明顺序？有何作用？ 

答题格式：本文使用了的说明顺序对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第一空应该填具

体的说明顺序，第二空应该填写具体的事物名称或说明的事理。如果是事理性说明文，但又

不能准确表述，可用“事理”、“科学事理”等模糊性的语言表述。） 

三、说明方法：1、常见的说明方法有：举例子、分类别、下定义、摹状貌、作诠释、

打比方、列数字、列图表、引用说明。 

2、常见说明方法的作用： 

①举例子：通过举具体的实例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说明，从而使说明更具体，更有

说服力。  

②分类别：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分门别类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 

③作比较：把和加以比较，突出强调了事物的特征/事理。 

④作诠释：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使说明更通俗易懂。 

⑤打比方：将比作，从而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事理。  

⑥摹状貌：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形象化的描摹，使说明更具体生动形象。 

⑦下定义：用简明科学的语言对说明的对象/科学事理加以揭示，从而更科学、更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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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特征/事理。 

⑧列数字：用具体的数据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说明，使说明更准确更有说服力。 

⑨列图表：用列图表的方式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说明，使说明更简明更直观。 

⑩引用说明：引用说明有以下几种形式——  

A、引用具体的事例；（作用同举例子） 

B、引用具体的数据；（作用同列数字）  

C、引用名言、格言、谚语；作用是使说明更有说服力。  

D、引用神话传说、新闻报道、谜语、轶事趣闻等。作用是增强说明的趣味性。 

（引用说明在文章开头，还起到引出说明对象的作用。）  

四、说明文的语言品析 

1、对整篇文章语文的品析，一般从二个角度谈：A、准确；B、形象生动或简明平实。 

A 是一般说明文的共同特点。B 是针对不同语文风格的角度谈。做这种评析整篇文章语

言特点的题目，一定要结合文章具体内容谈，比如可以选择一句话为例子。  

格式如下：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语文准确/生动形象/简明平实的特点，如“……”一句，

就准确/生动形象/简明平实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事理。 

2、对具体篇/句/词的评析 

篇/句的作用基本同上。 

字词作用有以下考查形式：  

A、加点字词有何作用？B、能否替换为另一个词语？C、加点词语能否删去？  

这种题目往往要结合说明语言的准确性（有时是体现语言生动性）的特点答题。第二种

题型还要在答题中比较二者的区别。第三种题型还要加上“删去后不符合人们认识客观事物

的规律或与客观事实不符合”之类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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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00413004

2006051

https://d.book118.com/688004130042006051
https://d.book118.com/688004130042006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