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文学类文本阅读解题思路及预测

考点10　理解重要语句含意和品味小说语言艺术



复习目标

1.构建小说的艺术技巧知识网络，重点掌握人物描写和语言两大艺术技巧。

2.能够赏析小说艺术技巧，精准答好艺术技巧赏析题。







理解重要语句的含意    

  一、理解文本重要词语、语句的含义
  理解重要语句的含意，首先要理解语句的表层意义，即字面意义；其次要
理解句子的语境义，即在一定的语境中语句的临时意义；再次要理解语句的
“言外之意”，如反语、双关、婉曲等，表达的往往是言外之意。
  （一）体会重要词语的含意
  表层含义
  词语本身的含义。
  深层含义
  即语境意和言外意。



（二）赏析文中句子的含义
     1.从关键词语入手

  重要句子都有凸显其含意的关键性词语，这些关键性词
语，可以是主干，也可以是句子的修饰、限制成分。要确切
地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意义，可从句子结构入手，在抓住主
干的同时，特别留心那些修饰、限制成分。句子的修饰、限
制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揭示句子内涵的作用。抓住了这些
词语，就等于拿到了开启句子含意之门的钥匙。



 2.从特殊位置入手

  重要句子，或揭示段意，一般处于段首或段尾；或揭示
文章脉络层次，往往是那些具有总领性、过渡性、总括性的
语句。理解这类句子的含意，常需要考虑它在文中的位置：
如果是总领句，解释句意时要考虑其所领起的语段的内容；
如果是过渡句，要密切关注上下文段的内容；如果是总结句，
就需上溯，寻找相关信息，确定答案要点。



  3.从修辞入手

  这些手法，既可以是人物描写手法，如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
态描写、细节描写等；也可以是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借代等。
对含有手法的句子的理解，应从手法本身的特点、作用入手，从而
透视其深层意义。
      4、从主旨入手



二、解题步骤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语句的含义的解题步骤：
   第一步、审题干,明考向。根据题干关键字眼,分清是考查作者叙述语言
含意,还是考查作品中人物语言含意。
  ①对作者的叙述语言,重在揣摩作者表达的意图;

  ②对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一要品味语言本身的特点,二要体会语言揭示的人

物性格特点。
  第二步、抓角度,析内涵。分析除阐明语句表层含意外,应着重挖掘深层含
意挖掘时可抓住3个角度分析:

  ①从抓手法(描写手法、修辞手法)特点作用角度透视深层意义;

  ②从抓关键词尤其是表修饰、限制的词)意义角度分析内涵;

  ③从抓语句关联的内容角度搜寻相关信息。
第三步、依模版,规范答。此类题最宜采用“手法+内容+效果”的方式作答。



三、命题角度
    (1)(2020·新高考海南卷)父亲说“我们下棋是下棋”，怎样理解这
句话？请结合全文具体分析。(《大师》节选)

    (2)(2016·山东卷)解释画线①处的含意。(《琴声何来》)

   (3)(2014·江西卷)理解下面这句话在文中的含意。(《抻面》)

   (4)(2013·重庆卷)怎样理解文章的最后一句“对着这个伟大的灵魂，
霍夫曼缓缓地把腰弯了下去”的含意？(《枪口下的人格》)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理解重要语句的含意，首先要理解语句的表层意义，即字面意义；其次要

理解句子的语境义，即在一定的语境中语句的临时意义；再次要理解语句的“

言外之意”，如反语、双关、婉曲等，表达的往往是言外之意。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主题的表达都是通过语言去实现的。
因此，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语言的鉴赏，要深入挖掘其艺术魅力。

小说的语言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人物语言，如文中人物的独白、对话等。人物语言应该
是个性化的语言，要能充分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二是叙述人语
言，如作者在小说中叙述事件、描绘人物、发表评论、抒发感情时使用的语言。

鉴赏小说语言艺术包括两方面：一是赏析作者的语言风格，如平实、朴素、华丽、冷峻、
热烈、简洁、典雅、清丽、幽默、辛辣、含蓄等；二是赏析语言的描写技巧，如有描摹
人物动作、神态与内心世界等的描写技巧，有遣词造句的技巧，还有修辞方面的技巧等。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解题通法】

理解重要语句含意“3步骤”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边练边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卖馄饨的夫妻

张子影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我上小学，我们家附近的一条

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送我上学的路

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滚开

的汤里永远有一根滚动的大个棒骨和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

就开始配料：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儿切得整齐的姜丝，一

片西红柿，撒上一小撮儿细盐、味精，淋上几滴芝麻香油，撮上十几粒小葱碎，

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

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立刻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满满一碗，热气腾

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就会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女人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
请。
一个碗里有九只馄饨，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上

下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是出生时就有的；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

只到男人的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
他们的操作，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面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

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去菜市场采购，女人则留在家里和面，
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五点半，他们的摊
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一条街以及附近隔着几条街的

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都愿意弯到这里来，吃一

碗他们热乎乎香喷喷的馄饨，再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假或者暑假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大人

们都上班去了，孩子们没有人带。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着孩子们玩。半晌

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

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九只馄饨上下起伏。

女人摸着汤碗温热又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上午大约十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就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

碗，另一只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座城市。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回来，看到他

们还在那里卖馄饨，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
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
齐漂亮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父亲母亲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

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吃那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
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

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

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

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时，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

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随后，男人出了院，虽然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但还是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过马路也只能慢慢地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情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意外地，我又看见了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还是那辆车，

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碗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儿哑，女人

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

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色的头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九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

一点儿都没有变。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

一个小区。下了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个大广告牌，临

街的路口，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

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吃不到他们的馄饨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关了门，

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

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好像更弯了，女人用胳膊挽着他。他们的头发也全白了，

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1.“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这句话包含着哪些含意
？请简要分析。
【解题思维】
第1步：审题干，明考向。由题干中的关键词“这句话”“含意”可知，考查

作品中作者语言的含意，答题要充分体会人物展现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特点。
第2步：抓角度，析内涵。

思考角度 文中对应的答案要点

表层意思
句子的语境义，根据上下文来解说其含意：从小摊到小铺，夫妻二人的馄饨
一直是原来的样子和味道。

深层意思

联系小说主题解说其真正指向的含意，或者分析比喻义或象征义。其一象征
他们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同甘共苦；他们对顾客以诚相待，卖的馄饨味道
好、用料足，且几十年不改初衷。其二象征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不变的温
暖和亲情更令人感动。

第3步：巧整合，定答案。



考向一　重要语句含意

答案　①从小摊到小铺，夫妻二人的馄饨一直是原来的样子和味道。②三十多

年来，夫妻二人始终保持着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生活状态。③做到“一直都

是那个样子”并不容易，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不变的温暖和亲情更令人感动。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品味小说语言艺术，包括两方面：一是指赏析作者的语言风

格，如平实、朴素、华丽、冷峻、热烈、简洁、明快、晓畅、

典雅、清丽、幽默、辛辣、含蓄等；二是指赏析语言的描写技

巧，如简洁传神、细腻逼真、生动形象地描摹人物动作、神态

与内心世界等描写技巧，遣词造句技巧，修辞方面的技巧。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一、什么是品味语言艺术
   品味小说语言艺术，包括两方面：一是指赏析
作者的语言风格，如平实、朴素、华丽、冷峻、热
烈、简洁、明快、晓畅、典雅、清丽、幽默、辛辣、
含蓄等；二是指赏析语言的描写技巧，如简洁传神、
细腻逼真、生动形象地描摹人物动作、神态与内心
世界等描写技巧，遣词造句技巧，修辞方面的技巧。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二、命题角度
  (1)(2020·浙江卷)赏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点。(4

分)(《雪》)

  (2)(2019·浙江卷)简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点。(4

分)(《呼兰河传》)

  (3)(2018·全国卷Ⅱ)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

幽默效果，请从文中举出三处手法不同的例子，并
简要分析。(《有声电影》)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三、知识储备
  （一）用词之美
  1.动词、形容词 ①准确；②精练；③生动、形象、传神。
  2.叠字、叠词 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使语言具有绘画美；②韵律

铿锵悦耳，使语言富有音乐美；③叠字可以组成整齐的句式，使语言具有
建筑美；④叠字能使意思强化，起到强调作用；⑤叠字能使上下文联系紧
密，使人有一气呵成之感。
  3.反复 突出某种思想，强调某种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4.化用成语或古语 富有文采，典雅优美。
  5.语体色彩（1）口语：通俗易懂、质朴平实、生动活泼  （2）书面语：

庄重典雅、准确精当
    （3）文言和白话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二）句式之美
     1.长句短句结合   行文错落有致，生动活泼，富于变化。
     2.整句散句结合  句式参差，错落有致，节奏顿挫，音韵和

谐。
  （三）风格之美
  豪故，直白、华丽、精练、凝练、柔婉、含蓄、细腻、典雅、
凝重、清新、明丽、朴素、活泼、诙谐等。
  例如：生动形象、平实质朴（贾平凹）、通俗易懂（明白如
话）、使用方言、口语化（老舍、贾平凹、赵树理）、清新自然
（沈从文）、幽默风趣（钱钟书、梁实秋）、富有文采（刘亮程）
、华美、绮丽浓艳（张爱玲、毕淑敏）、典雅庄重（丰子恺）、
闲适冲淡（周作人、林语堂）、简洁凝练、含蓄蕴藉（李商隐）、
豪放（奔放）不羁、沉郁顿挫、富有哲理（周国平）、犀利深刻
（鲁迅）、调侃戏谑……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四）手法之美
   1.修辞之美  如比喻句、排比句、拟人句、对偶

句、反问句等。修辞方式是指修饰文字词句，运用
各种方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
情感真挚、强烈而又引人入胜。
  2.描写之美 如白描，细描，动静结合（以动衬静
)，视、嗅、听结合(有色有声)，对比衬托，铺陈渲

染，等等，使描写细致生动，形象鲜明。



考向二　品味语言艺术

四．答题步骤
  第一步：概括特点
  从用词、句式、修辞或风格等角度，用一两个词概括。概括时
既要考虑到文本语言的一般特征，又要充分考虑所给语言片段的
特征。
  第二步：举例分析
  结合文本，紧扣内容(关键词、关键句)析作用(对主旨的体现、
对情感的表达)。

  第三步：规范作答
  题目所涉及的语言特色一般是多方面的，答题时应先答最主要、
最突出的，然后再答次要的。答案要分点表述，形成合理的顺序。
另外，指明效果用词要准确，要注意运用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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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常见的风格类型

类型 表现

豪放

景象：境界开阔
动词：富有力度
形容词和副词：色彩鲜明
抒情：大多激越昂扬
修辞手法：多用排比、夸张、反复、反问等

柔婉

对象：纤巧细致
情感：细腻缠绵
画面：色调柔和
少用排比、夸张、设问等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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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表现

直露 表达感受和观点→比较直接

含蓄
表达情意

不直接

托物言志

借景抒情

多用象征、设问、比喻

质朴（平实）
语言：通俗化、口语化

少用修辞，少描绘性语言

华丽

（典雅）

多描绘性语言并且讲究节奏韵律

修辞手法上多用引用、排比、对偶、用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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