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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1　文章线索[2024]

1．寻找线索的方法

 

寻找

线索

的方法

关注文章标题。标题有时会提示文章线索，尤其当标题是某一物品

时，很可能就是文章的物线。

关注文中从头至尾反复出现的某个词/某个物品等，可能是物线或

事线。

关注文中多次出现的抒情句、议论句，及其反映的作者/文中人物

的情感变化，可能是文章的感情线。

关注文中是否存在具有一定次序的表示时间、地点的名词，若存在，

可能是时间线或地点线。

注意：“我”的所见所闻，也可能是文章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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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索类题目解题思路

【提示】线索的具体介绍见本书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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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2024]选文以________为线索，

叙写了作者游览珠海、横渡

________、到访深圳的经历。

（2分）

[方法提示]①关注文体→本文是一篇游记，

因此线索可能是游踪或时间；②题干中“游

览”“横渡”“到访”也暗示了线索。

[参考答案]（示例）行踪（时间）（1分）　

零丁洋（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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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24真题溯源·八下《回延安》思考探究]朗读这首诗，概括每

部分的主要内容，说说诗人是按照怎样的线索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

[参考答案]感情线：重逢—回忆—赞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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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七下教参《一棵小桃树》问题探究改编]《一棵小桃树》在叙述

中有几条线索？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

　[参考答案]有两条线索，明线是小桃树的经历，暗线（注意：暗

线不一定就是感情线）是作者本人的经历。作用：明线、暗线两条线索

交 织 ， 使 小 桃 树 和 “我 ”建 立 了 联 系 ——

小桃树就是另一个“我”，托物言志显得自然、感人（也即更好地表达

了主题）。



第4课时　把握行文思路，理解谋篇布局

考点12　叙述顺序[2020]

【提示】叙述顺序的具体介绍见本书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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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2020]选文多处运用

插叙的写法，请举出

一例并简析其作用。

（4分）

[参考答案]（示例）“父亲故去多年，母亲从村里小

学退休后，独自在山村生活”（举例），写出了母亲

独居山村的寂寞和冷清（概括插叙的内容），交代了

母亲希望儿孙们多住几日的理由，揭示了莉君对母亲

从不体谅到体谅的原因（分析插叙的作用）。（举例

1分，简析作用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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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教材创新考法

[七上教参《走一步，再走一步》问题探究]课文是如何按照时间顺

序展开叙事的？（注意：本题不是要求分析“作用”，而是分析“顺叙

”是如何体现的）

[参考答案]课文运用一些标志时间发展或进程变化的语句，将事情

串在一起，叙事清晰，不蔓不枝。这些标志性语句，有些表现的是时间

的进程，如“一个酷热的七月天”“然后他们出发了”“几分钟后”等；

有的表现的是空间的转换（实际上也是时间的变化），如“最后来到一

块空地上”“直到其他孩子都爬到了上面”“我努力向他们爬过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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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3　视角与人称[2023]

该类题目常以“本文以××的视角叙述，有何妙处？”设问，具体

分析思路为：

①看该人物是参与者还是见证者，参与者很可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参

与者和见证者都能使情节真实可信。

②看该人物是否为线索人物，若是，则起到串联全文，使文章结构严谨

的作用。

③看该人物是否为故事主人公，若是，则主要分析作者通过这一人物表

达的主题；若不是，则主要分析这一人物对主人公形象的衬托作用，并进一

步分析主旨。

注意：分析文中“我”的作用思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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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考特殊视角及其作用如下：

【提示】视角与人称的具体介绍见本书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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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2023]选文中的

“我”是个孩子，

以“我”的视角

叙述故事，有什

么好处？请简要

分析。（4分）

[参考答案]①以“我”的活动见闻为线索，贯穿全文，增强

故事的真实性。②偷吃桂圆、对大人做的事情充满好奇等

情节，体现了儿童的天性，使文章充满童趣。③“我”是

中医世家的后代，爷爷亲授“我”中医药知识，体现了中

医代代薪火相传。（结合“我”的身份分析主题）④以孩

子的视角见证安叔送药材到前线支援革命，暗示“我”从

小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结合“我”在文中的角色，即

“见证者”分析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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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真题溯源·九上《我的叔叔于勒》思考探究改编]请分析课

文以“我”（若瑟夫）的视角叙事有何作用。

[参考答案]①“我”是故事的见证者，并未过多参与故事的发展，以

“我”的视角叙事，使其他人物的言行显得更加客观、真实；②“我”

是一个善良、纯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儿童，与身为大人的菲利普

夫妇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菲利普夫妇的自私冷酷、爱慕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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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主要人物的衬托作用）③这种对比使作者的褒贬态度更加

分明，强化了小说对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批判。（由此引发

的对表达文章主旨的作用）

☆教材创新考法

2．[七上《雨的四季》旁批]上文写雨，多用“她”或“它”指称，

为何到这一段改称“你”？

[方法提示]散文中第三人称改换为第二人称→便于直抒胸臆，增强

语言的亲切感，更直接地表达作者对雨的喜爱之情。



第4课时　把握行文思路，理解谋篇布局

3．[七下《阿长与〈山海经〉》思考探究改编]分别找出代表“写作

时的回忆”与“童年的感受”的一些语句，体会文中“成年的我”和“

童年的我”两种叙述视角的不同，并分析这种写法有何好处。

[方法提示]“童年的我”是站在幼年时儿童的立场，“成年的我”是

站在写作时成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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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4　文中句段、情节、描写的作用[2022、2021、2019]

对句段、情节、描写作用的分析，一般综合结构、内容、表达效果

三方面进行：

1．结构上的作用

分析其在结构上的作用，主要从位置的角度，考虑其与标题、前文、

后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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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句/段 ①照应标题；②引起下文；③统领全文。

中间句/段
①照应标题/上文；②为下文做铺垫/埋伏笔；③承上启下；

④推动情节发展。

结尾句/段 ①总结全文；②照应标题；③首尾呼应。

重复出现的句子
①是文章线索，使文章结构更加紧凑；②多次重复推动情

节发展；③多次出现互相照应，使情节更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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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上的作用

总的分析思路：写了什么内容→对于人物的作用→对于情感、主题

的作用。

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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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达效果上的作用

开头 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结尾
①引起读者深思；②运用留白手法/故事戛然而止，给读者

留下想象空间。

引用古诗文句 ①为文章增添诗意和美感；②为文章增添文化底蕴。

多次重复的语句
①运用反复手法，有强化或一唱三叹的效果，引起读者关

注；②反复之中有变化，突出某个特定情节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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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真题考法

设问示例 答题规范

1.[2021]第⑤段写“她”还

学会了一首歌，这样写有什

么作用？请结合选文简要回
答。（4分）

（原文）她还学会了一首歌：

坐着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

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

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

……

[方法提示]审题：①考查“唱歌”这一情节的作用；②

定位原文，关注“一首歌”的内容，思考“她”为何唱

歌，分析内容上的作用；③联系前后文，分析情节、表

达效果上的作用。

[参考答案]①表达了“她”对藏北之行的渴望和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憧憬；②照应开头“望北在她的心里如诗如

画”，为下文写西藏的美丽做铺垫；③与下文“她”前

往哨所途中经历的艰辛和看到的恶劣环境形成对比。

（关注手法）（答对一点给2分，任答两点即可）

2.[2022]第①段画线的句子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回答。（4分）

3．[2019]第②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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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经典考法

☆真题考法溯源

1．[2022真题溯源·八上教参《回忆我的母亲》问题探究]第1段在全
文中起什么作用？

（原文）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

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参考答案]①内容上：痛悼母亲去世，怀着对母亲深沉的爱，回忆

母亲勤劳的一生，（概括本段内容）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分析作者情感）②结构上（首段）：引出对母亲的回忆，总领全篇；

“永远回忆”，既直接呼应题目，又自然地引出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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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创新考法

2．[九上《孤独之旅》旁批]这里的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

（原文）一大早，天就阴沉下来。天黑，河水也黑，芦苇荡成了一

片黑海。杜小康甚至觉得风也是黑的。临近中午时，雷声已如万辆战车

从天边滚过来，不一会儿，暴风雨就歇斯底里地开始了，顿时，天昏地

暗，仿佛世界已到了末日。四下里，一片呼呼的风声和千万枝芦苇被风

折断的咔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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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描绘了暴风雨来临时的景象，极力渲染暴风雨的来势凶

猛、威力巨大，营造出紧张、恐怖的气氛；（内容）在如此恶劣的自然

环境中，杜小康战胜了恐惧，变得勇敢、坚强，凸显了人物形象；（人

物）为下文鸭群被吹散，杜小康追鸭、找鸭的情节做铺垫，推动了情节

的发展；（结构）细腻真实的描写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表达效果）

3．[七下《邓稼先》思考探究]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五部分，想一想：

这部分开头引用《吊古战场文》，有什么作用？

[方法提示]开头引用诗文→把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增加文章的厚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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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考法

1.[2024天津]将下面一段文字还原到文中，最适合的位置在哪两段

之间？请结合文章内容说明理由。（4分）（首先，明确这段文字的内

容；其次，通读全文，找出与之相关的相邻段落）

2．[2024河南]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把月亮和枪炮声放在一起写，有什

么用意？请答出一点用意并简要分析。（4分）（考查环境描写的作用）

3．[2024河南]下面两段文字，你会选择哪一段作为小说的结尾？为

什么？请简述两点理由。（4分）（探究小说结尾：将结尾还原到文中，

从内容、结构、主题、表达效果几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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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陕西]（A）处画线部分，让两个“是”独立成句、成段，

有什么好处？（2分）（考查独句成段的作用：使表达更简洁、更有气

势，更能体现人物态度的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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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训练

六、[挚爱亲情·奉献社会]（16分）

阅读策略指引：①关注文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②本 文 以 大 量 对 话 来 推 进 情 节 发 展 ——

关注关键事件是由谁说出来的。[阅读策略教材溯源：九上第四单元、九

下第二单元]

暗　号

侯发山

①又是好几天没见到爸爸了，子琪缠着妈妈去见爸爸。妈妈瞄了一

眼手机，说：“还有一个小时你爸才到，等会儿再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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