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括主题内容 

        小说的阅读除了要注意环境描写、揣摩人物形象、把握故

事情节外，还应注意对文章的内容、写作、语言等方面进行分
析。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概括主题内容。 

        问题：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及主旨。  

解题方法： 

        记叙了谁（指人、单位、集体或事物）+ 做了什么事（发
生什么情况） 

        注意点：“谁”通常指主要人物即小说主人公，因此，读
小说要分清文章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 

 



       例如：《孔乙己》的主题思想是：作家以极俭省的笔墨

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

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

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

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

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又如：前面在情节结构分析里提到的《故乡》和《我的叔叔

于勒》的主题思想。 



二、分析写作技巧 

对小说的艺术技巧加以评价 

    艺术技巧包括表现手法（对比、夸张、以小见大等）的
运用以及文章的构思（结构的布局、情节的设置等）。 

答题方法： 

（1）前后照应，使文章结构更加严谨。 

（2）线索贯穿，突出主旨，使文章结构紧凑。 

（3）对比（反衬），突出…… 

（4）有关叙事顺序： 

     倒叙：设置悬念，为下文铺设，吸引读者。 

     插叙：有力支撑情节，刻画人物，揭示主题。 

 



写作技巧:可能出现的题型主要有下面几种： 

①文中运用了什么表现方法，以及用它塑造形象时所起

的作用；  

（细节描写、象征、对比、衬托、铺垫、照应、悬念、

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巧合等） 

②文中特有的表达方式（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抒

情）是如何为作者表情达意服务的； 



③在语言运用上有何特点（例如：语言精炼、句式整齐而有
节奏感、用词准确而形象、词语丰富而多样）； 

④明确各种描写（外貌、语言、心理、行动、细节、环境）
的特点和作用； 

⑤结构方式（前后照应、制造悬念、埋下伏笔、总结上文、
点题） 



        例如：《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发表                               
于１８８３年。小说写了一个普通小市民家庭的日常生活。 

        巧妙的构思，深刻的主题是这篇小说突出的特点。小说
围绕于勒的命运构成了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文
中虽然很少直接描写于勒的命运，但整篇小说中无处没有于
勒的影子：菲利普一家生活拮据，然而他们却日夜盼望亲弟
弟于勒回来。尽管于勒曾“大大占用了菲利普应得的一部分”
遗产，被打发到美洲去了，没想到他竟发了财，而且来信
“希望能够赔偿”菲利普的“损失”，于是“每个星期日，
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散步”，只要一看见大船
开来，菲利普总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
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二姐还因为于勒的信，
促成了婚事，因结婚旅游，一家人乘船去哲尔赛岛，于是在
船上巧遇已经沦为穷水手的于勒。菲利普夫妇10多年来所向
往的荣华富贵 



一下子成了泡影，希望变成失望，乃至咒骂、怨恨，躲之惟
恐不及。整个故事在侧面描写的基础上展开，情节跌宕曲折，
沿着于勒贫富的变化，一步一步推向高潮。小说这样巧妙的
安排情节，有力的突出了菲利普夫妇对待亲兄弟反复无常的
态度是完全着眼于金钱，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主题
思想，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果说两个亲兄弟在旅游的海船
上相遇是偶然的，那么，因为资本主义人与人的金钱关系使
他们没能相认，却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小说巧妙的
构思，可以看出作者所写的这次巧遇反映了多么深广的社会
生活场景！ 

 



三、品味语言特色 

赏析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1、抓修辞方法 

答题步骤 ①修辞手法（比喻、拟人等）②表达效果（生动
形象）③表达作用 

2、抓关键词 

答题步骤 ①找出赏析的词语  ②表达效果  ③表达作用。具
体来说： 

 



①形容词：生动形象的写出了……（某人或某物）的……形

象(或者心情、特点)，抒发了……感情。 

②动词：生动准确地写出了……的情形，表现了什么性格特

点，抒发了……感情。 

③副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去掉这个词，句子的意

思变为……，与原意不符合。 

 



3、品味句子含义 

抓有比喻义或象征义的关键词语，联系上下文，围绕文

章的中心作答 

小说中重点语句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从结构上，承上启下（过渡）总结全文，总结上文；设

伏笔，作铺垫，前后照应，推动情节发展等。 

从内容上，开篇点题，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或人

物感情）深化中心，点明主旨（画龙点睛）等。 

 



一般先谈内容上的作用，后谈结构上的作用。 

（1）在文章开头，内容方面：（议论、抒情句）开门见

山，开篇点题（主旨），（描写句）交代故事发生的环境、地
点，渲染气氛，定下感情基调等。结构方面：总领全文，埋下
伏笔、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等。 

（2）在文章中间，内容方面（议论、抒情句）画龙点睛,

点明事件的意义，抒发作者的感情等。结构方面：承上启下
（过渡）铺垫、推动情节发展等。 

（3）在文章结尾，内容方面：（议论、抒情句）点明

（强调）中心，深化（升华）主题；结构方面：照应题目，首
尾呼应，使结构完整。 

 



例1.                                      错得对  

 

       县报要招收一名校对。由于事情是“内定”的，所以，应招
者大多为本县党政各部委办局的首脑们的子女。僧多粥少，报社
胡主编决定按照改革的精神，进行考试，然后择优录用。县委常
委会议研究，主管书记点头，认为这是抵制不正之风的具体行动。
于是，考试于今天上午八点举行。  

      考试很简单，由胡主编派通讯员去印刷厂取来明日报纸印刷
的“毛样”，考生不用原稿，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来勘误。  

       八点二十分,主管宣传的县委副书记莫明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喂——谁呀?”莫书记沉着地拿起话筒。  

       “我，小飞!”耳机里传出儿子急促的喊声。 

  “怎么，你没参加报社的考试吗?”莫书记迅速看看手表，
关切地问。 

         “考个毯!胡编真不是东西!”儿子气得把胡主编给简化了，“他
根本 



没在卷子上作暗号!那上面好多字我都不认识，我咋知道谁对谁错
呢!妈的，我赌气交了白卷……”  

     “哎呀，你这个混……唉，我马上找他!”莫书记放下电话，接着
又拿起来要报社总编室。  

    “喂——噢，莫书记，我就是胡磊!我正想去给你道喜呢!”  

     “别尽狗带嚼子——胡勒啦!你搞的什么名堂嘛!”  

     “莫书记，真的，小飞考了个满分……这，我还能跟你胡编吗!”  

       “到底怎么回事？”莫书记真正莫名其妙了。 

      “本来，我要通讯员去印刷厂拿‘毛样’，结果他拿错了，把
校对完了的‘清样’拿来了。我看过，‘清样’上没错，小飞交
白卷不就是全对了吗!嗯?哈哈哈……”  

     “噢——好小子!”不知书记夸的谁，“错得对了!哈哈哈……”  

      “莫书记，我……”  

      “哎，老胡!过后有机会给那个通讯员发点奖金，啊!今晚你去
我家喝两杯!”  

 “好好，鼓励鼓励!”  



1．“莫书记沉着地拿起话筒”一句中“沉着”一词有什么含
义?  

①“沉着”说明莫书记早已把儿子考试一事安排好了，自认为
万无一失，万事大吉。 

②表现出他老谋深算的一面。  

 

2．简析题目“错得对”有哪几种意蕴?  

①本来该拿“毛样”错拿成“清样”，结果成全了莫小飞。 

②本来是白卷，该得零分的试卷，阴差阳错成了满分卷，成全
了莫小飞。  

 



3．结合文章描写，分析“胡主编”这一人物的特色。  

主编屈从上命，答应暗中帮助莫小飞，表现出他对领导的依顺；明

知清样拿错，却将错就错，又表现了其狡猾、圆滑、巴结讨好上司

的一面。 

4．结合小说情节、人物，简要分析小说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小说中出现了作为基层的通讯员工作疏忽，拿错样本；作为中层的

胡主编工作中不能坚持正义，依顺屈从领导；作为上层的莫书记以

权谋私。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着的从下至上人浮于事，下级讨好上级，

上级以权谋私，官官相卫的不良风气。  

 



 例2                                 每一棵草都会开花 

        ①去乡下，跟母亲一起到草地里去。惊奇的发现， 一种叫牛耳朵
的草，开了细小的黄花。那些小小的花，羞涩地藏在叶间，不细看，
还真看不出。我说，怎么草也开花？母亲笑着扫过来一眼，淡淡说，
每一棵草，都会开花的。愣住，细想，还真是这样。蒲公英开花是众
所周知的。开成白白的绒球球，轻轻一吹，满天飞花。狗尾巴草开的
花，就像一条狗尾巴，若成片，是再美不过的风景。蒿子开花，是大
团大团的……就没见过不开花的草。 

        ②曾教过一个学生，很不出众的一个孩子，皮肤黑黑的，还有些
耳聋。因不怎么听见声音，他总是竭力张着他的耳朵，微向前伸了头，
作出努力倾听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成绩自然好不了，所有的学科竞
赛，譬如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他都是被忽略的一个。甚至学期大考
时，他的分数，也不被记入班级总分。所有人都把他当成残疾，可有，
可无。 



    ③他的父亲，一个皮肤同样黝黑的中年人。常到学校来看他，
站在教室外，他回头看看窗外的父亲。也不出去，只送出一个笑
容。A那笑容真是灿烂。盛开的野菊花般的，有大把阳光气息在里
头。我好奇他绽放出那样的笑容。问他，为什么不出去跟父亲说
话。他回我，爸爸知道我很努力的。我轻轻叹一口气，在心里，
有些感动，又有些伤感。并不认为他，可以改变自己什么。 

    ④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手工竞赛，是要到省里
夺奖的。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平素的劳技课，都被充公上了语
文、数学，学生们的手工水平，实在有限，收上去的作品很令人
失望。这时，却爆出冷门，有孩子送去手工泥娃娃一组，十个。
每个泥娃娃都各具情态，或嬉笑，或遐想。活泼、纯真、美好，
让人惊叹。作品报上省里去，顺利夺得特等奖。全省的特等奖，
只设了一名，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 

    ⑤学校开大会表彰这个做出泥娃娃的孩子。热烈的掌声中，
走上台的，竟然是黑黑的他——那个耳聋的孩子。或许是第一次 



站到这样的台上，他神情很是局促不安，只是低了头，羞涩地
笑。让他谈获奖体会，他嗫嚅半天，说，我想，只要我努力，
我总会做成一件事的。B刹那间，台下一片静，静得阳光掉落
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⑥从此面对学生，我再不敢轻易看轻他们中任何一个。他们

就如同乡间的那些草们，每棵草都有每棵草的花期，哪怕是最
不起眼的牛耳朵，也会把黄的花，藏在叶间，开得细小而执着。 

1．结合语境，理解第⑤段中加线的“嗫嚅”一词。 

“嗫嚅”在这里是想说而又说不出的意思。是动作神态描写，
也是一个细节描写。表现了主人公的窘迫、紧张。 

2．从A、B两句中任选一句进行赏析。 

 A处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表现了小男孩尽管貌不惊人、技

不出众，但他有着健康、乐观、向上的心态。为下文小男孩的
成功做了铺垫。    



B处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以“阳光掉落在地上的声音”衬托
环境的安静。说明小男孩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也解密了
小男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3．标题“每一棵草都会开花”有什么含义？ 

标题形象生动，含有比喻意义，生动地说明了只要努力，每
个人都可以成功的道理。 

4．最后一段在全文中有什么作用？ 

总结全文，照应开头，揭示主旨，深化主题。 

5．你认为文中那位“做出泥娃娃的孩子”取得成功的原因是
什么？ 

首先是他没有自卑，没有自暴自弃。其次选定了一个更适合
他自己的目标，默默的努力。 

 



触摸中考 
（一）（十堰市）阅读《最小的星星也闪光》，根据要求回
答后面问题。 

                                  最小的星星也闪光 

①潘小锋是个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学生，瘦削的脸上有着
一双透着忧郁却又叛逆的眼睛。他总是喜欢一个人躲着看他
的动漫书，偶尔也会在纸上涂鸦着什么，平时很少参与班集
体的活动，与班上的其他同学也极少来往，似乎成了被人遗
忘的人。 

②那天，我正在神采飞扬地讲着课，学生都安静地听着。突
然，原本安静的教室却被一声窃笑搅起了层层波浪。我怒火
中烧循声望去，发现是潘小锋的同桌张晓琴在笑。张晓琴发
觉我盯着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③我铁青着脸说：“张晓琴，你笑什么？” 

④张晓琴立马站起来小声说：“老师，他在画你——”并用手
指着潘小锋课桌上的纸。 

⑤一下子，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锁定在我和他的身上，旁边
的几个学生猫着身子偷看他的画，也都偷笑起来。我一个箭
步过去，一把抢过他的画，圆睁着愤怒的双眼，看着他在画
我上课的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⑥“潘小锋，你给我站到墙角去！”我用强硬的命令口吻叫
嚷着。他耷拉着脑袋晃悠悠地走了过去。“上课不听开小差
也就算了，竟敢丑化老师，岂有此理！明天叫你家长来。”
他仍然低头不语，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那堂课是我与他头
一回交锋，也是他进入我视线的开始。 

⑦放学后，拿着缴来的画来到办公室，教师应有的品行规范 



让我平静下来。细细端详他的画，觉得倒十分形象，有几分趣
味，心情也渐渐舒展开来。 

⑧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静等他和他家长的到来，可是一个上午
都没见人影。后来得知他因害怕告诉他父亲实情而挨打，一个
人躲进了网吧。知道这一切后我和他父亲一起在一家网吧中找
到了他，并把他带回了家。 

⑨到他家天色已晚了，天边零星地冒出几颗闪着光亮的星星。
他父亲把我让进家门，招呼我：“老师辛苦了！坐一坐，家里
太小太乱，不好意思。”我笑笑便坐了下来，环视了一下房间。
这是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低矮房，墙壁灰暗，摇摆的蛛丝零落

地挂在屋角，一些旧式家具零乱地堆放在各处，上面随意堆放
着一些图书报刊，看来已许久没整理过了。 

⑩“老师别生气，您喝茶！”我接过茶杯放到桌子上。 



⑪“你小子尽给我惹事，骨头又痒了，想挨揍啊——”他父亲说
着就要打他，我连忙制止，“怎么又要打，不是和你说了吗？
别总是打孩子。” 

⑫“不是，这野小子自从我和他妈离婚后就没人管，没办法。
我也下岗了，一个人忙着照看书摊，难得有时间在家。他要是
有空就到我书摊来帮我照看，喜欢看动漫书，没事时也瞎画，
我看他有这兴趣就给他报了个绘画班。呵呵——老师，您瞧，
这墙上的奖状是他得的奖。” 

⑬我按他指的方向看去，这才注意到墙上贴着好几张奖状。他
的书桌上也散落着一些他画的漫画，有各种可爱有趣的人物，
惟妙惟肖。我顺手拿起一张来看，这时他父亲迅速地收拾起来,
说道：“老师见笑了,小孩子瞎画着玩,上不了台面的。” 

⑭我笑道：“其实，你儿子挺有天赋的，画的不错，他画我的
那 



张我还留着呢，别说还蛮像。” 

⑮“对不起，老师！我不是有意画您，我当时只是觉得您上课

很有精神，所以不知不觉就画了下来。”潘小锋有点委屈地说
道。 

⑯“潘小锋，既然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就应好好培养，如果有兴

趣，可以向这方面发展，创作出更好的动漫画。”我还是用老
师的本职口吻教育他，“以后要是有这样的活动，希望你能发
挥出你的特长哦，为班集体争得荣誉！” 

(17)“我会的，没问题。”他豪言壮语地答应了。 

(18)我欣慰地点点头，说：“好了，天也晚了，我也该走了。”
说着便走了出来，他父亲忙说道：“那我送送您吧！” 



(19)“不用，我一个人走就行了。好好培养你儿子，他会有出息
的。” 

(20)告别了他父子俩，我走在星光和街灯掩映的路上。我抬头望

着天空，繁星满天，装饰着静谧的夜，忽然发现一颗微小的星星
正闪着微弱的亮光。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潘小锋天真可爱的神情，
我沉思良久，觉得他就像天空中的那颗最小的星星，虽然小其实
也一样会发光。 

1．请你谈谈对小说题目的理解。                                                                          

 

 

①题目运用了比喻的修辞，②形象地说明了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长处，③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看到明亮的星星， 

更要善于发现那些微光的不起眼的小星星，④题目点明了 

小说的主旨，⑤形象新颖，设下了悬念，能引起读者的阅 

读兴趣。 



2．请你用四字词语，将小说的主要情节补充完整。 

（               ）——星夜家访——（                  ）——（                ） 

3．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以“我”对潘小锋的态度转变为线索贯穿全文，将人物
设定在学校和家庭两个特定场景当中加以表现。 

B．第①段对潘小锋特点的介绍，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内向、安静、
忧郁、自私、不关心班集体的学生。 

C．第②段到第⑧段，设置了两个悬念性的小插曲——课堂上的
笑声和潘小锋的逃学，目的都是为了表现潘小锋的叛逆和推动
情节发展。 

D．本文语言平易朴素，人物语言符合各自的身份特征。如：潘
小锋父亲的语言就勾画出了一个粗心、蛮横而又关心爱护孩子
的父亲形象。 

课堂风波 真相大白 

期望发光 

A 



4．请用简洁的语言写出下面加点词语表现了人物当时怎样的心
理。 

（1）他仍然低头不语，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                                     

 

 

（2）“我会的，没问题。”他豪言壮语地答应了。                               

 

5．仔细品味最后一段中的划线句子，说说它在内容和结构上的
作用。                                                                             

 

                                                                               

①不被理解的委屈 ②挨训后的后悔 ③被叫家长的害怕   

①受到鼓励后的兴奋。②得到肯定后的激动。 

内容上：①暗示文章的主旨。②烘托意境，增强文章 

的蕴味。 结构上：①照应了题目。②与第九段相呼应。 

③引出后文。 



6．请你结合文章的具体内容，对文中的“我”进行评价。
（至少两点） 

①“神采飞扬地讲着课”，说明“我”是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
②课堂被窃笑搅起波浪让“我”怒火中烧，说明“我”是一个
严格而比较急躁的老师。③课间平息了自己的怒气，说明“我”
是一个能及时反省、严格要求自己的人。④亲自家访，说明
“我”是一个注重了解真相、关爱每一个学生的老师。⑤鼓励
潘小锋发挥特长，说明“我”是一个爱护学生、善于引导学生
的老师。 



（二）（烟台）永远的门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
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来变，尽管人们房内的现代化摆设
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是一人独居--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
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随即擦身而过。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幸运地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总
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暂，
五官端庄。衣饰虽时髦又很素雅。她在西街那家花店工作，邻居们
很不理解，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
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
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
的 



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背有点驼。瘦削的脸庞，
瘦削的身躯，只有那双眼睛大大的，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 
应有尽有，四季不断。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经常久久地呆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
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
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了。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
端，便是那只花瓶永久性的所在。除此之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旁靠
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
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
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
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
一天 



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微雨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
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  

       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
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唐突。 

         



         人们在整理画师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打开锁着的房

门，他的屋子里尽管到处灰蒙蒙的，但那只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

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那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顿时

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

—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1. 通读全文，下面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 

A. 小说对郑、潘二人的语言描写只有“你早”“出去啊”两
句，这种简单、缺乏温情的交流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 

B. 小说高潮部分先写发现“门”，再写“门”是画的，最后
以“一扇门在墙上的门”结尾，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C. 小说中的邻居们对郑、潘二人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起头是

热切盼望，接着是遗憾、同情，最后是倍感愤懑，这样写表
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冷漠和虚伪，揭示了主题。 

D. 画线句子“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一尘不染，瓶里的水

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表现
了男主人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与向往。 

 C   



2.第1自然段的环境描写，突出了___________的 

特点，暗示这里的人们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 

3.文中郑若奎的性格特点是_____________，着也是造成其爱
情悲剧的原因之一。 

4.依据文本回答问题 

⑴郑若奎在墙上画“门”，表达了其怎样的愿望？ 

 

⑵谈谈你对题目“永远的门”的理解。  

古老(古旧)  

观念陈旧(思想保守) 

拘谨（怯懦） 

郑若奎渴望爱情，希望与潘雪娥交往。 

即指画在墙上的门永远打不开也指随着郑若奎的离世，他希
望交往，渴望爱情的愿望永远不会实现。(言之有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