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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5　写作意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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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2024]第⑤段作者为什么着重写

深圳的青年人？（4分）

（原文）……深圳的青年人，浸

沉在一股学习热潮中。因为在这

里谁不学得一技之长，谁就将在

竞争中被淘汰。我喜爱这种气氛，

这气氛里透露出一种志气。（作

者的直接评价）出人头地有什么

不好？力争上游有什么不好？我

认为竞争是永远值得称赞的……

[方法提示]（1）审题：①“为什么着重写”即

写作意图；②“深圳的青年人”是写作对象，

找出与其相关的表述，看作者对其的评价。

（2）答题：“青年人”本身的特点＋与主题

有关的分析。

[参考答案]深圳的青年人爱读书，学习氛围浓，

有朝气；他们力争上游，奋发向上，有志气；

他们的行为寄托着理想与未来，有希望。（答

对一点给2分，答对两点给3分，答对三点给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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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24真题溯源·七上《皇帝的新装》思考探究]一个小孩子最先

说出了真相，老百姓也都跟着说了真话，而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仍装模作

样地把戏演下去。作者这样写，有什么用意？

[方法提示]①先分析各对象及其行为对于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等方

面的作用；②再整体看作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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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小孩子”寄托着作者改变现实、戳穿虚伪的理想。老百

姓在小孩子的带动下有了说真话的勇气，而统治者却仍然装模作样，两

相对比，后者显得更加可笑，更能突出其腐朽。作者这样写是为了表达

对统治阶级的讽刺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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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九下《孔乙己》思考探究改编]小说多次写到人们的“笑”，作

者用“笑”来贯穿孔乙己的故事，有什么用意？

[方法提示]①“人们的‘笑’”→是哪些人的“笑”？为何“笑”？

②众人的“笑”与孔乙己的命运有何联系？

[参考答案]①孔乙己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苦人和

弱者，用众人的“笑”来贯穿他的故事，以乐写哀，烘托和加强了悲剧效

果。②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另一面却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

取乐，突出了当时人们的冷酷、麻木和对弱者的践踏，表明了孔乙己的悲

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强化了小说的反封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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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6　探究文中形象[2021]

1．判断文章的主人公

作品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紧紧围绕主要人物展开，主人公性格的

形成和发展能够体现作品的主题；而次要人物主要起到推动情节发展，

衬托主人公形象等作用。

作答时，首先要点明主要人物是谁，接下来从标题、人物、情节、

主题等角度分析。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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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 小说的标题是……，表明……是小说写作的主要对象。

人物上
写……（其他人物）对……（主要人物）起到衬托或烘托的作用，

突出了主要人物的……品质。

情节上
文章主要写的是……（……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在情节发

展中占主导地位），……情节都是围绕……展开的。

主题上 这一人物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突出了文章……的主题。

注意：①文中使用第一人称的人物（即文中的“我”）未必是主要

人物；②着墨多的人物未必是主要人物；③主要人物也可能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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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要人物/形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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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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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2021]你认为

选文的主人
公是谁，请
结合全文说
明理由。（4

分）

[方法提示]小说的主旨往往通过主要人物的活动来体现，主人公的

判断与文章主旨有直接关系。
[参考答案]示例一：“他”是主人公。（判断）选文以“她”的视

角，（“她”的作用：叙述者）讲述以“他”为代表的边关战士的
戍边生活和爱情故事，（人物和情节）歌颂了他们不怕艰苦、不怕
牺牲的崇高精神。（主题）
示例二：他们都是主人公。（判断）“他”戍守边关，为保家卫国
而殉职；“她”理解、支持“他”，坚守他们的爱情。（人物和情
节）作者通过塑造他们的形象，赞颂了军人及其家属为了国家安宁、
万家团圆做出牺牲的奉献精神。（主题）（能以选文内容为依据，
言之成理，给4分）（若选以“她”为主人公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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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21真题溯源·九上《我的叔叔于勒》预习]你认为这篇小说的

主人公是谁？读完课文，与同学讨论一下。

[参考答案]示例一：菲利普夫妇。情节上，小说主线是菲利普夫妇

对于勒的态度变化，于勒只是暗线，文中多为虚写和略写；（考虑故事

主线和详略关系）人物和主题上，这篇小说旨在嘲讽和批判拜金主义，

而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的前后变化，正是拜金主义的生动体现，也暗

含着作者的嘲讽和批判。



第5课时　整合文本内外，实现深入探究

示例二：于勒。标题上，本文标题是《我的叔叔于勒》，可见于勒

这一人物在文中的重要地位。情节和人物上，小说情节中的矛盾冲突是

紧紧围绕于勒展开的；菲利普夫妇虽然着墨很多，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也

都是围绕于勒展开的，于勒才是中心人物。（着墨多的人物未必是主要

人物）主题上，作者以于勒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

值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金钱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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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九下《海燕》思考探究]课文歌颂的是海燕，为什么还要写海鸥、

海鸭和企鹅？

[参考答案]写海鸥“呻吟”“飞窜”“恐惧”“掩藏”，海鸭“呻

吟”“吓坏”，企鹅“胆怯”“躲藏”的惊恐的丑态，（次要形象的特

点）正是为了与海燕“高傲地飞翔”、欢乐的“叫喊声”形成鲜明的对

比，以突出海燕英勇坚强、乐观自信的形象。（对比、衬托主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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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考法

 [2024重庆A卷]品析物象。小说中常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物象，本文

在第④段和第㉔段都写到苹果，这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何作用？（5分）

（物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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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7　标题[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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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2019]文章以“灯如

红豆”为题目，有什

么妙处？（5分）

[参考答案]①“灯如红豆”化用诗句，使题目富有诗

意。（表达效果）（1分）②“灯”是文章的线索，

全文围绕“灯”组织材料，结构清晰，叙事集中。

（结构）（2分）③“红豆”寄托相思，“灯如红豆

”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我”对往事的深深怀念之情。

（主题）（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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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19真题溯源·七下《驿路梨花》思考探究]用“驿路梨花”做

标题有什么妙处？

[参考答案]内容上指盛开在边疆驿路上的梨花；（表层含义）同时

既指梨花姑娘，还是雷锋同志助人为乐精神的象征，也是边疆民族优良

民风的体现。（结合主题分析深层含义）表达效果上，将标题与主题，

形式与内容，梨花的自然美和人物的心灵美，巧妙联系，和谐一体；此

外，“驿路梨花”语出陆游的诗，这也为文章增添了文化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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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七上《散步》思考探究节选]朗读课文，如果换个角度另拟一个

题目，你会以什么为题？说明你的理由。

[方法提示]①写人的文章，可以用“人＋性格”拟题（即以写作对

象拟题）；②写事的文章，可以用“人＋做了什么”拟题（即以故事梗

概拟题）；③写物的文章，可以以该事物拟题（注意运用一定的修辞技

巧，如比喻、双关、反问等）；④还可以以文章主题拟题（注意用语简

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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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考法

[2024湖南长沙]班级举行美文赏读会，同学们给本文拟写了以下三

个标题。请你选择一个最佳的标题，从主题、结构、修辞三个角度说明

你选择的理由。（6分）

标 题 一 ： 打 卡 长 沙 一 日 游 　 标 题 二 ： 星 城 红 杜 鹃 　

标题三：星城杜鹃处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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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8　朗读技巧[全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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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1.[七上《春》积累拓展改编]下面语句中哪些词语应该重读？为什么

？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参考答案]“朗润”“涨”“红”应该重读，这三个词语形象地写出

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情形，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对春天来临的无比喜悦的心

情。

2．[七上《秋天的怀念》积累拓展]课文第1段与第3段两次写到“我

”与母亲的对话。揣摩人物说话的语气，标出这两段文字的节奏。尝试

分角色朗读，注意传达出“我”和母亲在两次对话中不同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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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考法

[2024青海]如果配乐朗读下面这个句子，你觉得应该选用哪种感情

基调更合适，并阐述这样朗读的理由。（3分）

黄河，从万里之遥始，过险滩，闯激流，汇百川，滔滔滚滚，百折

千回汇集到这儿，已是纯粹的大海模样了。

热 烈 激 昂 　 愉 悦 明 快 　

深情舒缓（针对上面语句，从语言上看，动词有力，短句铿锵；从内容

上看，描写黄河的雄浑壮美；从情感上看，表现了作者见到黄河时的激

动喜悦→应选用热烈激昂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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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9　情境任务型综合探究[2023、20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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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1.[情境任务·2023]电视
台拟制作主题为“讲好
中医故事，传承红色精
神”的节目，向社会征
集相关素材。“岐黄传
薪火　悬壶济苍生”牌
匾的历史内涵切合节目
主题。请你代“惠仁堂
”的传人写一段话，向
电视台推荐这块牌匾。
要求：结合选文内容，
紧扣节目主题。（5分）

[方法提示]（1）审题：①关注任务背景，题干中活动主题暗示本文

主旨，即“中医传承”“红色精神传承”；②分析答题者要做的任
务，即以“传人”的身份推荐这块牌匾；③关注答题关键，“历史
内涵”即挖掘牌匾的来历、与之相关的故事、价值意义等；④关注
其他要求，不能脱离文本畅谈。
（2）答题：先从文中提取出“惠仁堂”的相关事迹，分析牌匾的来

历和牌匾名字的意思；再分析其蕴含的两方面主题的具体体现。
[参考答案]“岐黄传薪火　悬壶济苍生”的牌匾，是新中国成立后政

府颁发给“惠仁堂”的，这十个字是“惠仁堂”的精神写照，“惠
仁堂”世代行医，救死扶伤，精湛医术代代相传；为了支援革命事
业，把大批中药材送往前线，彰显家国情怀。（交代牌匾的来历和
内容，1分；结合中医传承和革命精神两方面介绍牌匾的历史内涵，
每方面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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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任务·2020]某文学刊物《腾飞》设有“人间亲情”“山水游踪”“人
生感悟”“古今论坛”等栏目。你会向哪个栏目推荐本文？请分别从选材和

主题的角度说明理由。（5分）（作答时，要重点关注栏目与理由之间的相

关度）

3.[比较联读·2022]下列诗句填入第⑧段横线处，符合语境的一项是（　　）
（2分）

　A．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B．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C．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D．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文本评价·2022]选文描述的是一场虚拟的旅行，为什么能带给人真实的
感受？请结合选文简要分析。（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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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教材创新考法

1．[情境任务·九下《变色龙》积累拓展]如果根据课文内容编演一

个小品，由你做导演，你对警官奥楚蔑洛夫、巡警叶尔德林、首饰匠赫

留金这三个人物的衣着、表情、语气、动作等，会进行怎样的设计？说

说你的想法。（结合人物性格特点设计）

2．[观点启示·七上《皇帝的新装》积累拓展]说真话需要勇气，有

时还要付出代价。（话题方向）思考一下，如果你当时也在游行现场，

会怎样做？然后结合生活体验，讨论关于说真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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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写续写·九下《海燕》积累拓展]除了海燕这个主要形象，文

中还有海鸥、海鸭、企鹅和狂风、乌云、雷鸣这两组形象。选择其中一

组形象，想象一下：如果海燕要向它们表明自己的心志，它会说些什么

？试以《海燕的宣言》为题写一段话。（结合不同形象的特点，以及文

本借助这些形象所要表达的主题进行补写）

4．[比较联读·七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积累拓展]文中那个活

泼可爱、尽情玩耍的小鲁迅宛在眼前，你看到文字后面那个拿笔写作的

“大”鲁迅了吗？你觉得这个“大”鲁迅是带着怎样的情感来写本文和

《朝花夕拾》中其他文章的？（联读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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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考法

 1.[情境任务·2024山东]你们小组想以“泰山之春”为题拍摄短视频，

参加“奋进中国”作品展示活动。你想在短视频中使用下面哪个场景？

请结合文章说明理由。（4分）（深入理解所选场景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分析所选场景是如何呼应“奋进中国”的）

2．[文本评价·2024吉林]本文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是怎

样将看似零散的材料组织到一起的？（4分）（文章结构技巧分析角度：

①围绕中心选材；②设置线索；③特定视角；④时间顺序；⑤详略安排；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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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较联读·2024甘肃]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虚构了他所

向往的理想生活，本文则展现了当下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有何异同？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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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训练

八、[无尽乡愁]（15分）

阅读策略指引：①作者回忆的往事明明都是快乐的、幸福的，为何

标题提到“愁”？联系标题、开头和结尾，关注“愁”在何处。②本文

叙 事 抒 情 ——

注意在整体感知全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阅读策略教

材溯源：七上第二单元、第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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