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确小说各种情节的作用

(1)开头的类型及作用

(2)中间情节的作用

(3)结尾的类型及作用

类 型 作 用

出人意料的结

尾

①结构安排上，它使平淡的故事情节陡然生出波澜，产

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②表现手法上，与前文的伏笔相照应，使人觉得又在情

理之中。

令人伤感的悲

剧结尾

①主题上，能更好地深化主题。

②表现人物性格上，能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

③结局令人感动，令人回味，引人思考。

令人喜悦的大

团圆结尾

①从表达效果上看，喜剧性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

想象空间，耐人寻味。

②从阅读者的情感体验上看，喜剧性的结局与主人公、

作者的意愿构成和谐的统一体，给人以欣慰、愉悦之感。

③从主题上看，这样的结局凸显出的美好人性，符合大

众对审美的追求，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戛然而止的结

尾
留下空白，给读者留有无穷回味的余地。

二、怎样考情节作用[题在书外]

类 型 题干示例 审题定向



分析不同位置情节

的作用类题型

(1)(2020·新高考模拟海

南卷)小说开头用较大篇幅

描写主人公做馄饨、卖馄饨

的情景，有什么作用？请简

要分析。 (《卖馄饨的夫

妻》) 

(2)(2017·山东高考 )本

文以“我”与特吉的冲突开

篇，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七岔犄角的公鹿》) 

(3)(2016·山东高考 )小

说写吴秋明讲述“绒布娃娃”

实验，有什么作用？(《琴声

何来》)

分析不同位置情节的

作用即分析小说开头、中

间或结尾情节的作用，题

干中往往有“分析”“说

明”等作答动词和“作

用”“效果”等表答题方

向的名词。

分析典型细节或反

复出现情节的作用类题

型 

(1)(2019·全国卷Ⅲ)两

个乘客为什么沉默？小说

为什么首尾均有这一细节？

请结合全文分析。(《到梨花

屯去》) (2)(2016·江苏高考)

文中多处写到“插军旗”，

请说明这个细节在全文中

的主要作用。(《会明》) 

(3)(2015·全国卷Ⅰ)小

说三次写马兰花流泪，每次

流泪的表现都不同，心情也

不一样。请结合小说内容进

行具体分析，并说明这样写

有什么效果。(《马兰花》)

分析典型细节或反复

出现情节的作用，题干中

往往有“分析”“说明”

等作答动词和“细节”“作

用”“效果”等表答题方

向的名词。

三、怎样答情节作用[学考贯通]

小说情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内容上为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服务，



交代或突出环境，给读者以某种感受；二是结构上呼应标题、设置悬念、照

应文段、埋下伏笔、为后面情节做铺垫、推动情节发展等。

(一)情节作用题思考 2 方面、5 角度

对环

境的作用
交代/突出人物活动的环境，使环境更具典型性等。

对人

物的作用

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或精神，刻画人

物……心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等。

对主

题的作用

揭示/表达/寄托/暗示……主题，深化……主题，突

出……主题，丰富……主题等。

内

容方

面

对读

者感受的

作用

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引发读者思考。

结

构方

面

照应前文；承上启下；线索，贯串全文；设置悬念，埋下伏笔；为

后面情节做铺垫，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情节曲折生动等。(关键术语：

照应、悬念、伏笔、铺垫)

(二)情节作用题答题“2 步骤”

第一步：通读全文，确定位置

找出相关情节在小说中的位置，根据所处位置，思考该情节的作用。

第二步：确定角度，找出对应

解答“情节作用”题需要从上面所讲的内容方面(环境、人物、主题、读者)

和结构方面思考，从文中找出对应内容进行分析。

[例三] (2019·全国卷Ⅲ)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

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

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

透露着



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

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

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

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

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

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力大啊；上边

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

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

‘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

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

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

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

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

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

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

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

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

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

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

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

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

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音，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

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 年 5 月

(有删改)

两个乘客为什么沉默？小说为什么首尾均有这一细节？请结合全文分析。(6

分)

(第二问属于“情节作用”题)

[自主尝试](试一试——要点能否答全)

                                    

                                    

                                    

                                    

[规范解答](比一比——看遗漏哪些要点)

第一步：通读全文，确定位置

题干已经很明确提出“首尾”，是考查首尾情节的作用。

第二步：确定角度，找出对应

思考角度 文中对应的答案要点

对读

者的作用

开头提示“回过头来看一看”，结尾又说“不知

为什么”，都指引读者去思考这个看似平淡的故事所

包含着的深刻意味。内容

角度
对主

题的作用

首尾都写到沉默，强调了沉默之中含有深意，是

从赶车老人讲述填沟等往事中，悟到了农民呼吁改革

的时代主题。

结构

角度

与情

节的关系
首尾两度写到沉默，使情节结构前后照应。

[参考答案] 第一问：两个乘客的沉默，是由于赶车老人的话使他们产生触

动，并陷入沉思。

第二问：①结构方面，首尾两度写到沉默，结构上前后呼应；②主题方面，



首尾都写到沉默，强调了沉默之中含有呼吁改革的时代主题；③读者方面，

小说在开头提示“回过头来看一看”，结尾又说“不知为什么”，都指引读者去思

考这个看似平淡的故事所包含着的深刻意味。

[易错提醒]
1．硬套答题模板，缺少具体分析。这一失误更多表现在结构方面要点上，

如回答本题结构方面的作用时，只回答“前后照应”是不全面的，还要答出“怎

样做到照应”“照应什么内容”。

2．分析作用的角度不全。如本题，首尾出现的细节(情节)对读者感受、突

出主题、情节结构三个方面的作用最典型。如果漏掉其中某一方面，或者答出不

典型的另一方面，就会失分。

[例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罗 霄 山 

徐向林 

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巷战。 

村民们都躲到了罗霄山上，一双双惊恐、焦虑的眼睛，将目光投向山脚下的

田野和村庄。 

罗霄山海拔并不高，山势呈环状绵延，恰好将山村环揽在怀中。这也导致小

山村的偏远和交通不便，但也正因为罗霄山的拱卫，当大山外面的世界硝烟四起

时，小山村的村民们仍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宁。 

两天前，一支在淮海战役中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军，慌不择路地窜进了罗霄山

下的小山村。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某部独立营就追击而至，

将山村团团围住，他们的战斗目标是歼灭这支残军。 

国民党残军退无可退，他们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没人敢提投降二字，他们

只得困兽犹斗、拼死相抗。 

双方的短兵相接打得很艰苦，丁营长预计三个小时结束的歼灭战，结果打了

五个小时还是没打下来。负责正面主攻的二连长老于急红了眼，他请示丁营长：

“咱们用迫击炮轰他娘的。” 

丁营长在前沿阵地举着望远镜，朝村里看了一会儿，口气坚定地说：“不许

开炮，绝不能毁了老乡的房子！” 

“那咋办？”老于不断摩拳擦掌，劲儿却没地方使。 



“村子西面有个开阔地，咱们开个口子，放他们出来，再伺机歼灭。”丁营

长说。 

口子一开，占据村子的国民党残军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往开阔地带跑。他

们刚出村子，二连长老于就率部堵住了村口，封住了残军的退路。 

战斗再度打响。残军被前后夹击，双方都明白，暴露在开阔地上的这支残军，

已成了刀俎下的鱼肉，被歼灭是迟早的事。 

然而，战端刚开，村里突然窜出了六头山羊，估计是受了枪炮的惊吓，从隐

藏地跑了出来，它们一头扎进了剑拔弩张的战场，光打圈，并不往远处跑。 

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继续打下去，这六头山羊将一个活口也不会剩下。

山羊窜出来后，丁营长立即下令停火。他亲自拿着扩音喇叭，对国民党残军喊话：

“为了老乡们的山羊，我们可以放你们一马，你们自己选个方向逃跑。谁要是开

枪打死或打伤一头山羊，我对你们绝不会手软，要你们以血偿血！” 

残军的几个军官经过一番商量，他们提出了条件：往罗霄山上跑。因为他们

知道，即使跑出了罗霄山，解放军仍会对他们穷追猛打，而跑进山林茂密的罗霄

山，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丁营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老于不甘心地说：“让他们逃上山，几乎就没有歼灭的可能了。” 

但丁营长没理会他，他命令已下，就不能再更改。 

国民党残军开始往山上跑，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刚爬到半山腰的国民

党残军，竟然纷纷掉了头，又往山下跑。到了山脚下，他们向解放军举起了白旗，

正式投降。 

原来，村民们用石头在半山腰上封堵了上山的路。有人想攀爬过去，村民们

居高临下，举起石头朝他们猛砸。 

领着国民党残军投降的，是一个团长。他长叹了一口气，对丁营长说：“没

想到你们这么得民心，在这个偏远的穷山村，村民们都支持你们。” 

丁营长心里明白，这个山村，过去从来没有红色部队进驻过，村民们的选择，

完全是自发性的。 

若干年后，罗霄山下的这座村落，成了远近闻名的山羊养殖致富村，村里盖

起了许多小别墅，连城里人都经常开车过来度假。 

这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了村史纪念室，他



在罗霄山解放战役的展板前久久伫立。讲解员告诉他：“当年，是解放军保

住了小山村，也是解放军，保全了村里仅有的六头种羊，现在的山羊，都是当年

种羊的后代。” 

听完讲解，老人嘴角露出了微笑，这微笑，是他在给几十年前的自己点赞。 

那时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他就是当年率部投降的那个团长。

小说结尾写白发苍苍的老人参观村史纪念室，这一情节是否多余？请谈谈你

的看法。(6 分)

[自主尝试](试一试——要点能否答全)

                                    

                                    

                                    

                                    

[规范解答](比一比——看遗漏哪些要点)

第一步：通读全文，确定位置

题干已经很明确提出“小说结尾”，是考查结尾情节的作用。

第二步：确定角度，找出对应

思考角度 文中对应的答案要点

结构

角度

情节

结构

结尾点出“他就是当年率部投降的那个团长”，出

人预料，又在情理之中，情节安排巧妙，颇具匠心。

内容

角度
读者

感受

从讲解员同白发老人说的话来看，老人是村民致富

的见证者，丰富了小说内容，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主题

表现

从讲解员告诉老人“是解放军保住了小山村”和老

人露出微笑“给几十年前的自己点赞”看，该情节升华

了爱护百姓、热爱和平这一主旨。

[参考答案] 不多余。①白发老人成为村民致富的见证者，丰富了小说内容，

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②点出老人就是当年率部投降的团长，情节安排巧妙，颇

具匠心；③升华了爱护百姓、热爱和平这一主旨。(每点 2 分；若答“多余”，言

之成理可酌情给 4 分)

[易错提醒] 



1．硬套答题模板，缺少具体分析。如回答本题结构方面的作用时，只回答“



情节安排巧妙”是不够的，还要答出“如何巧妙”；还有些考生甚至笼统地

答出“照应全文情节”等敷衍的套话。 

2．分析作用的角度不全。如本题，结尾部分的情节对情节结构、读者感受、

主题表现三个方面的作用最典型，漏掉其中某一方面，或者答出不典型的另一方

面，都不是规范答案。    

考向二小说的环境

环境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提供了时空位置，它服务于小说形象、情节和主

题的需要，这体现了小说有别于散文的体裁特征。环境描写是小说阅读考查的一

个重要命题点，从 2019 年全国卷Ⅱ来看，有考查细化的趋势。综合来看，考查

环境描写的命题角度有三个：环境描写的手法、环境特点的概括(分析)、环境描

写的作用。这三个命题角度往往呈现两种形式：一是环境描写手法和作用相结合，

二是环境特点和作用相结合。解答环境类题目，了解环境描写手法是关键。因为

只有全面了解环境描写角度和手法，才能为准确概括环境描写的特点和分析环境

描写的作用提供前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 题。

不平的镜子

契诃夫

①我和我的妻子走进客厅里。那儿弥漫着霉气和潮气。房间已经有整整一个

世纪不见亮光，等到我们点上烛火，照亮四壁，就有几百万只大老鼠和小耗子往

四下里逃窜。我们关上身后的房门，可是房间里仍然有风，吹拂墙角上堆着的一

叠叠纸张。亮光落在那些纸上，我们就看见了古老的信纸和中世纪的画片。墙壁

由于年陈日久而变成绿色，上面挂着我家祖先的肖像。

②我们的脚步声响遍整个房子。我咳嗽一声，就有回声来接应我，这类回声

从前也接应过我家祖先发出的响声呢……

③房外风声呼啸和哀叫。壁炉的烟囱里似乎有人在哭，哭声响着绝望的单调。

大颗的雨点敲打乌黑昏暗的窗子，敲打声惹得人满心愁闷。

④“啊，祖宗呀，祖宗！”我说，意味深长地叹气。“假使我是作家，



那么我瞧着这些肖像，就会写出篇幅很长的长篇小说来。要知道，这些老人

当初每一个都年轻过，每一个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过爱情故事……而且是什么样的

爱情故事呀！比方说，看一看这个老太婆吧，她是我的曾祖母。这个毫不俊俏、

其貌不扬的女人，却有过极其有趣的故事。你看见了吗？”我问妻子说，“你看

见挂在那边墙角上的镜子了吗？”

⑤我就对妻子指着一面大镜子，它配着乌黑的铜框，挂在墙角上我曾祖母的

肖像旁边。

⑥“这面镜子有点邪气：它生生把我的曾祖母毁了。她花很大的一笔钱买下

它，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它。她黑夜白日地照这面镜子，一刻也不停，甚至吃

饭喝水也要照。每次上床睡觉，她都带着它，放在床上。她临终要求把镜子跟她

一块儿放进棺材里。她的心愿没有实现，因为棺材里装不下那么大的镜子。”

 ⑦“她是个风骚的女人吧？”我的妻子问。

⑧“就算是吧。然而，难道她就没有别的镜子？为什么她单单非常喜欢这面

镜子，却不喜欢别的镜子呢？莫非她就没有更好点的镜子？不，不，亲爱的，这

当中包藏着一宗吓人的秘密呢。据人们传说，这面镜子里有个魔鬼作祟，偏巧曾

祖母又喜爱魔鬼。当然，这些话都是胡扯，可是，毫无疑问，这面配着铜框的镜

子具有神秘的力量。”

⑨我拂掉镜面上的灰尘，照一照，扬声大笑。原来这面镜子不平整，把我的

脸相往四下里扯歪，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

⑩“我曾祖母的爱好可真是奇怪！”我说。

⑪我的妻子迟疑不决地走到镜子跟前，也照了一下，顿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

事。她脸色煞白，四肢发抖，大叫一声。烛台从她手里掉下来，在地板上滚一阵，

蜡烛灭了。黑暗包围了我们。我立刻听见一件沉重的东西掉在地板上：原来妻子

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

⑫风哀叫得越发凄厉，大老鼠开始奔跑，小耗子在纸堆里弄得纸张沙沙响。

等到一扇百叶窗从窗口脱落，掉下去，我的头发就根根直竖起来，不住颤动。月

亮在窗外出现了……

⑬我抱起我的妻子，迅速离开了祖宗的住所。她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醒过来。

⑭“镜子！把镜子拿给我！”她醒过来以后说，“镜子在哪儿？”

⑮这以后她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喝水



，不吃东西，不睡觉，老是要求把那面镜子拿给她。她痛哭，扯着脑袋上的

头发，在床上翻来覆去。医生说她可能会死于精力衰竭，她的情况极其危险，我

这才勉强克制恐惧，来到祖宗的住所，从那儿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她一看

见它，就快乐得哈哈大笑，然后抓住它，吻它，目不转睛地瞅着它。

⑯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她却还是在照那面镜子，一会儿也不肯离开它。

⑰“难道这就是我吗？”她小声说，脸上除了泛起红晕以外，还现出幸福和

痴迷的神情。“对，这就是我！大家都说谎，只有这面镜子例外！人们都说谎，

我的丈夫也说谎！啊，要是我早点看见我自己，要是我早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模

样，那我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他配不上我！我的脚旁边应当匍匐着最漂亮和最高

贵的骑士才对！……”

⑱有一次我站在妻子身后，无意中看了一下镜子，这才揭开可怕的秘密。我

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女人，相貌艳丽夺目，我生平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这是大自

然的奇迹，融合了美丽、优雅和端庄。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那难

看、笨拙的妻子在镜子里却显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缘故？

⑲这是因为不平的镜子把我妻子难看的脸往四下里扯歪，脸容经过这样的变

动，说来也凑巧，倒变得漂亮了。负乘负等于正嘛。

⑳现在我俩，我和妻子，坐在镜子跟前，眼巴巴地瞧着它，一刻也不放松：

我的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了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然而我妻子的

脸却妩媚迷人，我心里猛然生出疯狂而着魔的热情。

○21 “哈哈哈！”我狂笑着。

○22 我的妻子却在小声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23 “我多么美啊！”

(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有删改)

精读环境

一、圈画环境描写文字

(见文本标画)

二、精读第①段环境描写

1．“那儿弥漫着霉气和潮气”“房间里仍然有风”“古老的信纸和中世纪的

画片”“墙壁由于年陈日久而变成绿色”，这些描写是运用白描手法，



直接地描写了客厅的潮湿破败、古老陈旧。

2．“房间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不见亮光”“几百万只大老鼠和小耗子往四下

里逃窜”，运用了夸张手法，写出了客厅的阴暗荒寂，整个客厅环境让人感到沉

闷、压抑、窒息。

3．第①段环境描写的作用：渲染一种凄凉破败的氛围，奠定悲剧的感情基

调。

三、精读第③段环境描写

1．“房外风声呼啸和哀叫”“壁炉的烟囱里似乎有人在哭”，这些描写运用

了拟人、比喻手法，写出客厅环境的恐怖。

2．雨点的“敲打声惹得人满心愁闷”，从人的感受角度，写出了环境压抑、

沉闷的特点。

3．第③段环境描写的作用：渲染凄惨恐怖的氛围，奠定悲剧的感情基调。

四、精读第⑫段环境描写

1．“我的头发就根根直竖起来”，运用了夸张手法，写出了“我”内心的恐

惧。

2．第⑫段环境描写的作用：

①渲染恐怖气氛；②烘托“我”内心的恐惧；③照应上文情节——镜子中

“包藏着一宗吓人的秘密”“这面镜子里有个魔鬼作祟”“这面配着铜框的镜子

具有神秘的力量”；④暗示了后文“我”无意中发现了镜子的秘密，推动了故事

情节的发展。

⇩ [读懂文章·做对题目]
1．下列对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与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本文通过曾祖母和后面妻子离不开镜子的表现，突出不能正视自我、缺

乏自知之明，容易被社会假象迷惑的主题。

B．曾祖母的镜子“有点邪气”，这“邪气”就是下文所说的“神秘的力

量”，即镜面不平整，会改变人的形象，正是镜子这“神秘的力量”让曾祖母和“我”

的妻子喜欢上了它。

C．“我”的妻子第一次照镜子之所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昏倒在地，

是因为她在镜子里看到了“我”变形的可怕的脸。

D．“我”的曾祖母和妻子两个女人都痴迷那面神奇的镜子，



因为她们看到的是变形后的美丽模样，表现了她们爱慕虚荣、心理变态的特

点。

解析：选 C C 项，妻子第一次照镜子之所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昏倒

在地，主要是因为她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美丽动人的脸。

2．下列对小说艺术特点的理解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记叙了“我”和妻子在老祖宗住所的客

厅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人物虽少，故事虽简单，但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

B．插叙曾祖母照镜子情节为下文妻子照镜子做铺垫，正因为这面镜子能使

人变形，所以才有了妻子也离不开镜子的情节。

C．小说多处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来描写环境和人物，如第一段对客厅环境的

描写，以及妻子一星期不喝水、不吃东西、不睡觉的交代等，都运用了夸张的写

法。

D．小说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批判那种缺乏自知之明、容易为假象蒙骗的人

性的弱点，也揭露了那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迷惑人心的不正常社会现象。

解析：选 A A 项，小说的主人公是“我”，应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不是“我”和妻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3．(对点题·环境描写的手法)小说第①段对客厅的环境描写运用了怎样的手

法？请简要分析。(4 分)

答：                                   

                                     

参考答案：“参考答案”见后面[例一]。

4．“我”的妻子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 分)

答：                                   

                                     

                                     

解析：这是一道概括分析人物形象的题目，小说通常从正面和侧面塑造人物

形象。正面主要是肖像、语言、动作、心理，侧面主要是环境的烘托、对他人的

影响以及他人的评价等，在文中找到这些句子进行归纳，可以得出答案。

参考答案：①不能正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②没有清醒的头脑，思想愚昧，

是非不分，容易被生活中的假象所蒙骗和迷惑；③爱慕虚荣，心理变态，陶醉于



虚假的美丽中不能自拔。(6 分，每答出 1 点得 2 分)



题型一 环境描写的手法

一、什么是环境描写的手法[理在书中]

环境描写的手法是指作者在交代环境时运用的各种技巧，包括描写的具体方

法(修辞手法、表达技巧等)、描写的角度(写作顺序、观察角度、动静角度等)。

�教材典例领悟好

回

扣教材
《祝福》一文开头两段是如何描写鲁镇的祝福景象的？

参考答案：小说在开头就描写了晚云的闪光、爆竹的钝响、幽

微的火药香和人们忙碌的景象，调动了读者的视觉、听觉和嗅觉，

渲染了鲁镇年终祝福的热闹忙碌的气氛，写得层次分明，具体形象，

使人如见其景，如闻其声。
标

答分析
答案解构：本题考查环境描写的手法，题干中的“如何描写”

应该从写景角度思考，属于写景角度技巧。文章开头段主要从“我”

的视觉、听觉和嗅觉角度写年终祝福的景象。

�相关知识掌握牢

环境
描写
常用
手法{描写

技巧{
①场面描写、白描（粗笔勾勒，突出特征）、
细描（精雕重彩，也称工笔）；
②动静结合（以动衬静）、虚实结合、正侧
结合、点面结合；
③烘托、映衬、象征等；
④借助修辞手法描写。

描写
角度{

①感觉角度——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
（绘形绘声绘色）
②观察角度——定点观察、移步换景；
③写景顺序——远近结合、高低结合、
内外结合等。

二、怎样考环境描写的手法[题在书外]

题干示例 审题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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