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散文的有关知识 
1.概念： 

      散文有广义、狭义之分。我们常说的是狭义的散文，

指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是一种自由灵活的，

综合运用记叙、抒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抒写见闻感受的

文体。 

2.分类： 

     我们常见的散文有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哲

理散文）。 



3.特点： 

（1）形散神聚 （2）意境深邃 （3）语言凝练，优美灵动。 

形散神聚 ： 

形散： 

①取材自由：写人，记事，绘景，状物。 

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象征、衬托、对比等。 

③表达方式不拘一格：往往以抒情为主，把叙述、描写、议论、

抒情融为一炉。 

神聚：主题集中鲜明。 



二、解题技巧与应试策略 

考点之一：叙事线索考查 

题型：直接让考生回答“本文的线索是什么？” 

线索：①人物线索：人物的见闻感受或者事迹 ②物品线索：

某一有特殊意义的物品。③感情线索：作者或作品中主要人

物的思想感情变化。④事件线索：中心事件 ⑤时间线索。 

作用：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

一起，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清晰。 



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共有两条线索：作者与藤野

先生的交往是明线，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暗线。 

又如：朱自清的《背影》一文以“背影”为线索，通过描写

父亲在车站送别儿子的情景，表现了父亲爱护儿子的深挚

感情，抒发了作者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文中四次写到父亲的背影，每次的作用各不相同。 



①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作用：突出了背影给自己

的印象之深，引出下文  。（悲哀） 

②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作用：

作者看到父亲，这是感动的泪 。（感动） 

③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

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作用：对父亲的留恋，更增添

了感人的力量。（惜别） 

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

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作用： 使文章结构严密。也从儿子疼惜父亲的角度反衬出

父爱的力量，进一步深化了主题。（伤心） 



考点之二：表达方式的考查 

[题型1]、直接考查某个具体句子或文段运用何种表达方式。对
策：了解表达方式的几种类型：记叙、议论、说明、抒情、描
写。 

[题型 2]、本段（本句）运用了哪些描写？简要说明这些描写的
作用？ 

对策：1、了解描写的几种形式 

（1）从不同的感觉来描写(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2）以动衬静，动静结合 

（3）正面与侧面，直接与间接 

（4）人物描写的多种方法 

（5）环境描写  



2、重点了解几种描写的作用及答题格式。 

①肖像（外貌）描写[包括神态描写]（描写人物容貌、衣着、

神情、姿态等）：交代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处

境、经历以及××心理状态、××思想性格等情况。 

②语言（对话）描写和行动（动作）描写：形象生动地表现出

人物的××心理（心情），并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或

××精神品质。有时还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③心理描写：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揭示了人物

的××性格或者××品质。 



④环境描写：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描写自然景观如天气、季节、山川、湖海等自然景

物）：渲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的××情感、预示人物的

××命运、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社会环境（描写社会状况或者人物活动的场景和周围（室内）

的布局、陈设）：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渲染××环

境气氛。衬托人物心情；推动情节发展； 

[题型3]、体会文中的细节描写，用一段话描写人物此刻的心理

活动。 

对策：联系前后文，揣摩人物心理活动，紧扣语境展开描写。 



例1.请看朱自清的《春》中第5段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

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

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

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

成天嘹亮地响着。 

      这段文字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 ，第一句从 触

觉的角度写春风轻柔温暖；第二句从嗅觉的角度写春风带给

我们的气息；第三、四句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写春风给人们

带来的愉快和快乐。 



例2.朱自清的《背影》中有一段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

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

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

手（   ）着上面，两脚再向上（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   ），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

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

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

时，我赶紧去搀他。 



1.写父亲买橘爬月台的“背影”，连用了哪三个动词，其作

用是什么？ 

“攀”、“缩”、“倾”，描绘出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买

橘子时的艰难情景，形象而突出地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的关

心，体贴，爱护之情，从而表现了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

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

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

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

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2.“……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

……”句中，三次突出“布”字及其颜色，有何作用？ 

颜色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布”充分体现了父亲的穷

苦，家境的困窘，呼应了开头，同时，也与父亲为我做的

紫毛大衣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可以看出父亲对“我”浓浓

的爱。 



3.作者着力刻画了怎样一个父亲？怎样刻画的？               

结合文段加以分析。 

（1）内向 。语言描写 ：“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2）

朴素。 外貌描写： 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袄 （3）衰老

肥胖。 动作描写，关爱孩子。 

4.“我赶紧拭干了泪” “我赶紧去搀他”两句表现作者怎样

的心理活动？ 

（1）被父亲的爱感动并因自己从前对父亲的不理解而愧疚； 

（2）对父亲的关爱和尊重。 

 

 



考点之三：表现手法 

[题型]：直接让考生归纳文段的表现手法及在文中的作用    

对策：1.了解衬托、象征、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抑扬结合、

正反对比、侧面烘托、虚实结合、以小见大、运用第二人称抒

情、卒章显志、巧设悬念、首尾呼应、铺垫映衬、一线串珠、

明线暗线等常见的表现手法。 

2.掌握几种重要表现手法的作用。如： 

衬托（侧面烘托）：以次要的人或事物衬托主要的人或事物，

突出主要的人或事物的特点、性格、思想、感情等。 



欲扬先抑：先贬抑再大力颂扬所描写的对象，上下文形成对比，

突出所写的对象，收到出人意料的感人效果。 

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使情节完整、结构严谨、中心突出。 

设置悬念：引起读者的注意与思考，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使文

章情节曲折。 

考点之四：含义作用题型 

[题型1]、直接让考生回答人称在文中的作用 

对策：了解人称的作用，再根据具体内容答题。 

 第一人称：亲切，自然，真实，适于心理描写，便于刻画人物

形象及性格特征； 



第二人称：便于情感交流；第三人称：显得客观，不受时空

限制，便于叙事和议论。 

[题型2]、让考生直接回答文段或句子在结构或内容上起什么

作用 。 

对策：了解文段或句子在文章开头中间结尾的作用： 开头：

总领全文，引出下文，为后文打下伏笔 ，设置悬念，引起读

者的兴趣或思考。中间：呼应前文，承上启下段末起总结作

用；（总结上文；引出下文）结尾： 照应开头；篇末点××

题；总结全文，深化××中心；首尾呼应；回味无穷。 



[题型3]、对具体句子的品析。  

对策：联系前后文，在句子的前后找答案。注重抓中心词、

关键词、有关议论抒情描写等词句。在句子前后找答案可以

用原文回答，有些需要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 

[题型4]、 议论句段的作用？ 

对策：引发读者思考，点明人物或事件的意义，突出中心，

升华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题型5]、 抒情的作用？ 

对策：抒发作者真挚深沉的情感，引发读者的感情共鸣，使

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例1               望天树的境界 

     亚洲的热带雨林中，有一种擎天巨树。它姿态秀美，树

干挺拔，昂首屹立于万木之上，使人无法仰视它的树冠。

站在树下，听鸟儿在树顶上的鸣叫，小得像蚊子的嗡嗡声

一样。 

      植物学家在对这种巨树进行测量后，发现树高有60多

米，个别的高达80米，这些罕见的巨树，株株耸立于沟谷

雨林的上层，一般要高出第二层乔木20多米，是热带丛林

中最高的树木，根据巨树这种直通九霄、刺破青天的气势

，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望天树。       



    望天树材质沉重，结构均匀，纹理通直而不易变形，是

一种难得的优良木材。根据经验，材质好的树木生长速度都

是非常慢的，而望天树却是个例外，一棵70岁的望天树，竟

长到了50多米，胸径达到1.3米，这种生长速度，在树木中是

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力量，能让望天树快速生长，并超越身

边所有的其他树木，成为热带雨林中最伟岸挺拔的大树呢？ 



       在热带丛林中，为了生存，树木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生存空间、阳光和水分的争夺。为了占地盘，有的树木们尽可

能地让自己枝繁叶茂，而有的树木则盘根错节。这种为利益的

争夺和排挤现象随处可见，让人看了心惊。在丛林中，藤萝等

寄生植物占了很大一部分，它们不能直立生长，为了生存，就

要攀附缠绕在其他树木上，而那些枝繁叶茂的树木往往会便于

寄生植物的攀附，最终，它们会被寄生者牵绊、层层遮蔽。这

样一来，枝杈众多已不再是它们的优势，而会成为影响它们向

上生长的负担。 



      只有望天树是个例外，因为它的树干是通直的，绝无

一个分叉，这根唯一的主干，使得望天树在丛林的纠缠与

争斗中独善其身，它不为外界因素所扰，仰视苍穹，专心

致志地向上生长，生长，直到有一天，自己高耸入云，达

到一览众树小的境界。 

      不妨试一下，在自己内心树立一个远大目标，然后忽

略身边那些利欲得失，并心无旁骛地向着目标不懈努力。

在未来的某一天里，你也许便是人群中的一棵"望天树"。 

 

                （选自《美文读写周刊·初中版》） 



1.本文运用了象征手法，请分析其象征意义。 

象征手法：望天树的外形与精神，象征着那些心无 

旁骛、坚持不懈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人。 

2.请找出本文的点睛之笔。 

    最后一段 

3.本文的抒情方法属于哪一类型？ 

    托物言志。 

4.文中画线部分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属于说明的表达方式，用来说明与望天树与众不同的高、
大。 



5.本文对我们很具启发性，谈谈本文对你的启发。 

      一个人如果想要实现远大的理想，那就必须像望

天树一样，忽略得失名利，专心致志并坚持不懈地为

实现目标而努力。 



例2           （四川内江） 味蕾上绽放的爱 

                                黎 明   

      ①记得一位老同事，每次就餐让他点菜时，他总是首点“

糖醋排骨”。结果每次都是吃者甚少，唯独他吃得津津有味，

这让我很不解。在一次出差的时候，我们俩不经意间聊起了这

件事。他告诉我，糖醋排骨是他前女友最爱吃的菜，也是她最

擅长做的菜，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能吃上几顿。分手

3年了，想念她的同时，也想念她做的糖醋排骨的味道。 

      ②想必这就是味道的魔力，它不仅能烙进人的记忆里，也

能渗入人的情感，甚至成为贯穿人一生的印记。 



    ③一旦触及味蕾的引线，回忆就会漫天飞舞。   

     ④喜欢吃咸花生，似乎是我天生的嗜好。小时候，

家里虽然每年能收上四五担花生，但吃咸花生对我来说是

件极其奢侈的事儿。因为家里穷，父母指望着能多卖点钱

给我们兄妹3个凑学费。只有在我们兄妹仨，眼巴巴地看

着邻居家小孩吃咸花生馋得直流口水的时候，妈妈于心不

忍才勉强给我们煮一小把。煮好后我负责分成3小堆，三

兄妹各占一堆。虽然每堆只有几颗，却能让我们兄妹仨乐

上好几天，因为我们都非常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味道。  



      ⑤妈妈煮咸花生的量是一年比一年多，可              

是我们这些爱吃咸花生的孩子们却离家越来越远，有时候甚

至两三年都难得回家一次。于是，妈妈每年将煮好的咸花生

晒干分成3大包，分别寄到我们三兄妹的手上。每当在异地

他乡吃着妈妈千里迢迢寄来的咸花生，心里总是暖洋洋的，

舌尖上的味蕾也总能准确地识别那种熟悉的味道，一种被爱

的味道。品着这爱的味道，也使我们更加惦念家中年迈的父

母。   

      ⑥出门在外，也经常在街边的小摊买咸花生解馋，但我

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妈妈煮的咸花生和买来的咸

花生味道确实不一样。因为这正如歌中所唱，妈妈煮的花生

里夹杂着“爱的味道”。            



     ⑦味道通常蕴含着人生种种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让

人无法抗拒。味蕾上绽放出来的爱，会让我们感怀一种特

别的情愫，想念一位深爱的人，抑或怀念一段难忘的往事。 



1、本文的线索是什么？先后写了哪两件事？  

文章以味道为线索，记叙了朋友爱点“糖醋排骨”和自己爱

吃咸花生两件事。（此题考查对文章线索的把握和事件的

概括）   

2、第4段中与“妈妈每年将煮好的咸花生晒干分成3大包，分

别寄到我们三兄妹的手上”，相照应的是哪一句？这个变

化说明了什么？  

 “我负责分成3小堆，三兄妹各占一堆”。说明一家人的经

济条件越来越好，妈妈对孩子的思念越来越重。（此题考

查对文章前后照应及其作用的理解） 



3、分析“一旦触及味蕾的引线，回忆就会漫天飞舞”在文章结
构上的作用。 

  承上启下。上承味道不仅烙有人的记忆，也渗有人的情感；
下启对咸花生这种特殊味道的回忆。 

（此题考查语句的作用） 

4、文章以“味蕾上绽放的爱”为题，有何作用？体现了作者怎
样的情感？ 

“绽放”本是形容花开时由花蕾花瓣紧闭到展开的样子，这里
的“绽放的爱”是引申义，以此为题有点明主题，统领全文
的作用，意在表达作者对味蕾存储的爱的赞美。 

（此题考查对标题的理解和作者情感的把握） 



考点之五：结构层次 
题型：给文段划分层次结构，并归纳层意或段意。 

对策： 

1、划分段落层次的方法： 

（1）按时间划分（找表示时间的短语） 

（2）按地点划分（找表示地点的短语） 

（3）按事情发展过程（找各个事件） 

（4）总分总（掐头去尾） 

2、概括层意的方法 ： 

(1) 摘句法：在文中找出中心句作为段意  



（有时中心句要进行适当的删改）。 

(2) 概括法： 

例1：（记叙的段落）记叙了+××人（组织或单位）+××时

××地+何种情况下+做××+结果。（注意原文强调的是什么） 

例2：（描写的段落）描写了+××景物+××特征。 

例3：（抒情的段落）抒发了怎么样的感情。  

(3) 叠加法： 

    有些文段有两个以上的主要内容，就要把表达这些内容

组合成句就行。 

 



 例 （东营市）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
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
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
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
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
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
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
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
气！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
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
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1. 依照示例，概括选文所描绘的 某两处“画面”。 
（示例）青松擎花  例如： 小山着衣；白银镶玉；落日羞雪；山
庄卧雪。 
2. 任选一幅画面说明作者表现山雪景色所运用的手法及其表达效
果。 
①突出特征。整体上看，选文写“雪后山景”抓住了外在的色彩美
和内在的情韵美，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②虚实相生（或运用联
想想象）。如“青松擎花”是实，“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
护妇”是虚，这样写立体质感，有利于表情达意；③巧用修辞。如
“落日羞雪”:“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运
用拟人的修辞，把夕阳照在山腰上使雪着色当做人害了羞来写，写
出雪变幻的色彩美，表达了作者的喜爱之情。 



3.选文在写景状物的层次顺序方面给了你怎样的启示？ 

  写景状物要讲究层次性。总体上一般要按照由总到分、由

分到总等逻辑关系安排内容；局部可以按照空间、时间等

顺序叙述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