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之六：内容及中心的概括 

[题型1]直接复述故事或概括内容    

对策：了解内容概括方法：①文章标题法； ②叠加法 （把

文章主要段落的大意连贯起来，加以综合概括）③一线串珠

法 

[题型2]直接让考生概括人物性格            

对策：  

1、可以从原文中直接摘取对人物的评价性词语； 

2、结合文章中描写的重点，自己概括总结；    

3、遵循“找原文——细分析——得结论”思维的过程。  



[题型3] 直接让考生概括主旨     

对策： 

1、掌握概括方法看题目人物（事物）事件进行综合概括。 

2、注重格式：此文记叙了（描写了、刻画了）……的故事

（事迹，经过等），表现了(赞美了、揭示了)……的思想

（性格、精神），抒发了作者……的感情。 

提示：强调三个部分：内容是什么，文章怎么样，作者怎么

样。 



例1（南充市）    给我的孩子们(节选) 

                       丰子恺    

   ①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可
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
我憧憬的人了!    

   ②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
么事情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
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
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
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
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
失恋、心碎、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
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①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
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
代替汽笛。 



  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

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

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

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 

   ③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

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

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

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

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④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 

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

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

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

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力不

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

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

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

时候，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

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

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⑤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

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刬 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

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龌龊了袜

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

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

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     



    ⑥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

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

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

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

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

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

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

“爸爸何等不明”吧! 

    ⑦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喜欢；到你们的抱

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⑧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
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 

      ⑨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

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
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
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
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⑩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注：①麻雀牌：麻将  ②刬 chǎn 袜：脱掉鞋只穿袜  ③连史纸：

江西出产的一种纸。 



1．“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

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是

丰子恺刻在烟斗上的一首诗。请结合这首诗，概括上文主旨。 

通过对自然、纯真的童真世界的赞美，批判“不自然的、病

的、伪的”(虚假的，做作的)成人世界。表达对童真世界的

赞美向往之情。 



2．揣摩第⑦段画线句子在文中的含义。            

 “抱怨我”，表明你们的世界是率真的、自然的，成人的
世界是虚假的、做作的，我更向往的是你们的世界，因
此我更欢喜。“感谢我”，表明你们已经被成人世界同
化，再也不复曾经的童真，因此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3．写孩子们的时候，作者采用第二人称的写法有什么好处
？                                                

   拉近距离，亲切自然。便于直接抒情。 

4．简要分析作者在第⑤段描写阿宝时运用的描写方法及其
效果。 

  本段运用了动作、语言、心理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阿宝的淘气、率真(天真、顽皮)          



5．作者在第⑨段写道：“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你们不久

也要走这条路。”为什么会是这样，请谈谈你的看法。 

  言之成理即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答：①受社会风气影响，

纯真的少年会逐渐被同化，由率真、自然、热情而世故圆滑。

②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弱小的个体会妥协、屈服，由率真、

自然、热情而沉默、含蓄、世故、圆滑起来。③有些人为了追

求个人利益，会屈意迎合不良风尚，丢掉纯真，刻意世故、圆

滑、虚伪。 



考点之七：语言赏析 

[题型1]分析某个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     

对策：  

（1）了解用词之美------动词、形容词精辟准确，把事物说

得形象具体；使用成语，为文章增色；关键词能为中心服务。 

（2）掌握答题技巧：把握词语的比喻义、引伸义、双关义以

及感情色彩的变化。如《我的老师》中“我用儿童的狡猾的

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句中的“狡猾”

本是贬义词，指“诡计多端，不可信任”，这里用来表现儿

童天真可爱的童心，是指“调皮、机灵”的意思，感情色彩

已发生了变化，贬义词用作了褒义词。 



[题型2]找出文中你最喜欢的句子，并说说理由。 

对策： 

（1）了解语言美的几种形式及作用 

①修辞之美：比喻：生动形象地写出xx事物的xx特点。拟人：

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化，从

而达到形象生动 的效果。排比：增强文章气势，增加感染力、

说服力。对比：突出描写对象的某种特点。反复：有强调语

气，强化内容的作用。夸张：突出事物特征，揭示本质，给

读者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反问：态度鲜明， 



加强语气，强烈抒情。设问：自问自答，引人注意，启发思

考。注：必须结合相关语句分析。 

②哲理之美———形象而含蓄，具有言外之意，富有哲理的

句子。这些句子一般在文章的开头结尾。（作用：可以给人

以启迪教育作用。） 

③内容之美———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又与中心连接紧密的

句子。（作用：全面新颖，能很好地为中心服务。） 

（2）注意答题格式：我喜欢 xx 句，因为它xx。 



写景的 
课内举例：朱自清 《春》 

1、“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
赶趟儿……” 

  赏析：此句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
了春花竞相绽放的特点，表达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欣喜之
情。 

2、“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 

  赏析：此句中，“偷偷地” 形象地写出了春草在不经意间
，悄然而出的情形。“钻”形象写出了春草破土而出的挤
劲。整个句子表达了作者在早春看到一片朦胧的春意时的
惊喜之情。 



课外例文 
                        秋之韵 

      连绵的秋雨不断的下着，下得是那样深沉，那样持

重，那样别有韵味儿，既像踱着方步，潜心思考着的哲

学家，又像品饮着香茗，填词作赋的诗人。既不是春雨

那种随风而来稍纵即逝的轻飘和小气，也不是夏雨的那

种山雨欲来的喧嚣和鼓噪，就那样静静的下着，每一点

每一滴，你几乎可以看到它的飘落痕迹，听得到它落在

地上、树上和房子上的声音。天气就在这一点一滴中变

凉，秋色就在这一场场秋雨中变换着景色。而无论如何

变换，秋天之于我，都是最美的风景。 



不必说香山的红叶，陶然亭的芦花，潭拓寺空灵悠远的钟
声，更不必说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
凉雾，就单是北方秋日的田园和农家院落就有无限的景致。
秋蝉是夏的歌者，当它收起琴瑟，也就听到了秋天的脚步。
但你绝对还感受不到半点的凄凉和萧瑟，农作物丰收的景
象和庄稼人脸上按耐不住的成就感总是这里最耀眼的风景。 



  那是怎样一种视觉冲击呢？我想在秋高云淡的日子，整个

田园就应该是一幅浓墨重彩、巨大恢宏的油画吧！金太阳

一般的向日葵，火烧云一般的红高粱，黄橙橙已然散发了

幽香的稻禾，红玛瑙一般渗着甜蜜的金丝小枣……收秋种

麦，庄稼人的希望，在这秋日里收获，在这秋日里播种。

而在阴雨绵绵的日子，整个村庄都笼罩在雾霭里，那种朦

胧、静谧的印象，就绝对是一幅水墨写意画了，个中味况

就完全由着你的审美和心情了。       



    我独自一人，在这样的日子，徘徊在画中的小路上，

聆听天籁般秋叶飘落的瞬间，感知收获的喜悦，那是怎样

的一种意境和韵致呢？ 

    请从语言角度赏析文中划直线的语句，体会其表达效

果。 

    本句运用比喻、拟人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秋

雨的连绵，深沉，持重和别有韵味儿，表达了作者对秋雨

的欣赏、赞美、喜爱之情。 



写人的 
课内举例： 
1、鲁迅的《藤野先生》开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一句中的

“无非” 是只不过的意思。这句话表达作者对清国留学生
厌恶和失望的感情。“这样”指代“清国留学生”在东京的
种种丑态恶行。这句话在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上的作用：结构
：领其前两段内容，内容：写出作者对清国留学生的厌恶和
反感，为下文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埋下了伏笔。“实在标致极
了”运用反语的修辞，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 

2、朱自清的《背影》中有这样两句话：“我那时真是聪明过
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赏析：这两句中的“聪明”都是褒词贬用，都是“幼稚无知，

自以为是”之意。写出了作者成年之后，回忆往事时，恨自
己不理解父亲的深深的自责。 



课外例文 

                      好望角 

                      连俊超 

①老人划着船向岸边驶来。我踏上船板，船身晃荡了几下，荡

出去一层层细密的波纹。我回头朝岸边望去，老人问：“岸

边像什么？”我盯着那个凸出的尖端，想给老人一个精当的

比喻。他乐呵呵地说：“非洲好望角！”我愣住了。老人脸

上流露出一丝诡秘的笑：“跟好望角长得一模一样！” 

②我不解地问：“您到过好望角？”老人呵呵一笑：“非洲那

个我倒是没去过，但我现在不整天都在好望角吗？”他将目

光送到了远处的河岸。河水哗哗地响。河上无风。芦苇丛簇

挺立。 



③“我小的时候，在一本地图册上看到了这个地名。当时我

就想，长大后一定到好望角，看看那里到底是个啥样子！可

我连小学都没读完，日本鬼子就扛着枪进村了。人们四处逃

难，我和爹娘跑散了。后来，我就参军打鬼子、打老蒋，差

不多把山南海北都跑遍了。那本地图册一直揣在怀里，行军

或休息时总把手放在胸口上摸一摸。”老人说着，掏出一本

面黄肌瘦的小册子——中间破了个圆圆的洞。有一页折起一

角，翻到那页，好望角的浪潮就从灰黄粗糙的纸页上拍打了

出来，我似乎闻到了咸腥的海浪气息。 

④“这怎么破了一个洞啊？” 



⑤老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亲密地挤到一起，说：“鬼子枪
子打的，还在我肚子上打了一个洞。”老人微笑着摸了摸
小肚子：“解放后我买了很多书，我想，只要把书念成了
，迟早会被国家派到国外学习。可书没读多少，又是‘革
命’什么的。干脆不念了，这辈子就没有念书的命。那年
我托人说了个媳妇成了家。我想，这好望角啊，它就在这
张书页里，世上压根儿就没有！”老人向远处望了一眼：
“可后来我儿子非说，好望角就在非洲南端。” 

 



⑥“你儿子？”这时，一只白色水鸟从芦苇丛中飞来，落在了

我们小船上。老人伸手抚摸着，呵呵地笑了起来：“是啊，后

来有了个儿子。不光我儿子说有，连这家伙也呱呱叫着，一个

劲地说‘有’呢。”水鸟果真朝他吆喝了起来。老人从口袋里

抓出一把米粒，丢在船板上。水鸟啄了一阵，在老人头顶飞旋

了两圈，飞回了芦苇丛。那里传来了很多鸟嬉戏的鸣叫声。 

⑦老人激动地说：“儿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后来恰好到非

洲工作。那次他差点就把我接过去看好望角了。”A老人的手

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了出来。 



⑧河上起了一阵风，吹得芦苇沙沙地响。老人轻轻地摇了

摇头：“他在非洲被当地人给绑了。老婆子一听就晕了

过去。她在床上躺了半年，我想了各种办法骗她，可她

就是想走了，谁也拦不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老

人的讲述纯净如清澈的河水。 



⑨B“老婆子一走我就觉得院子太大了，就像穿了一条肥裤
子一样老是那种松松垮垮的感觉。有时候又觉得院子太小
了，压得我胸闷。那天我走到村外，在河边一直坐到傍晚。
日头把整条河照得黄灿灿的，我跳进河里，游了很远。回
头一看，他娘的！河岸跟地图册上画的一模一样。这不就
是好望角吗？我盼了一辈子好望角，竟在家门口找到它了。
我哇哇地叫喊了起来，让老鼻涕眼泪也痛快了一回……”
老人哈哈笑了起来，笑声随着波纹微微荡漾。  
⑩“现在我啥也不想了，我划划桨、喂喂鸟，整天都能看
到好望角，自在得很！”老人的脸庞像天空一样明净而深
远…… 
夕阳正红，映得老人满身古铜色。 



1.理解加线词在句中的含义。 

（1）老人脸上流露出一丝诡秘的笑：“跟好望角长得一模一

样！” 

“诡秘”原指（行动态度等）隐秘不易捉摸。这里指老人的笑

中含有深意，隐藏着他的人生的秘密，让人不解而好奇。 

 （2）老人说着，掏出一本面黄肌瘦的小册子——中间破了个

圆圆的洞。 

用拟人手法写出了这本小册子是老人的至爱，在长久的岁月历

程中，小册子被老人翻得“满目沧桑”。 



2.请在文中划横线的A、B两处中选择一处，根据句后的提示进行赏析
。 

A．老人的手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了出来
。（动作描写） 

B．老婆子一走我就觉得院子太大了，就像穿了一条肥裤子一样老是那
种松松垮垮的感觉。有时候又觉得院子太小了，压得我胸闷。（心
理描写） 

A. 谈起儿子，骄傲的背后是深深的痛，内心深处的疼痛化成外在的“
微微颤动”；“深深的吸”和“缓缓的呼”都是内心极度痛苦的一
种掩饰行为，表面的平静折射的是人物内心的不平静。（能结合3个
关键词分析言之成理即可）  

B.比喻句“院子太大了，像穿了一条肥裤子一样老是那种松松垮垮”
非常形象生动，这样的比喻既符合老人的身份特点，又写出了老人
内心那种空荡荡的失落孤独的感觉。（言之成理即可） 

 

 



考点之八：结构和思路 

[题型]直接让考生回答故事（事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对策：这类题目更强调学生对文章整体思路的把握，是目前

考试中使用率比较高的题型。做这种题目时，要注意题目中

有限制和提示作用的信息。 

思考顺序：概括的是什么内容——是文章的哪些段落——怎

样概括。 



例如： 
阅读《好望角》全文后，围绕“好望角”，在方框中补全对故

事内容的概括。 
 
小时候 企盼长大后到好望角 执着追求梦想 
 
长大成家时   怀疑好望角的存在   
 
老年时                     找到新的精神慰藉 

梦想被现实逐渐磨碎 

在家门口找到好望角 



鲁迅的《藤野先生》写了六个典型事例： 

1.藤野先生的第一节课——表现先生中规中矩，学究气，略有
些古板； 

2.上讲堂忘记带领结——对外表不拘小节； 

3.添改“我”抄的讲义——表现先生对学生关心，认真负责； 

4.先生纠正“我”绘的解剖图——表现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循循善诱； 

5.先生关心“我”的解剖实习——表现他对不同文化的尊重，
关心学生思想意识的进步； 

6.先生想了解中国女人裹脚情况——表现他严谨求实精神，对
骨学的浓厚兴趣 。  



考点之九：标题考查 

[题型1]、直接让考生给文章拟标题。 

对策：找文章线索或中心。 

（1）核心人物 

（2）核心事物 

（3）核心事件 

（4）作者情感 

[题型2]、判断已有标题是否正确，并另拟几个合适的标题。 

对策：从多角度拟题，但要紧扣中心。 



注意： 

1.标题含义的理解：表层含义（即标题的字面含义、文中内

容）；深层含义（即引申义、比喻义、象征义） 

如《爸爸的花儿落了》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指现实中爸爸养

的花凋谢了，另一方面暗示爸爸的生命像他养的花一样结

束了。包含作者失去父亲的痛楚、无奈的心情，同时也引

起读者深深的同情。 

2.标题妙处的品味： 

答题格式：标题风格+标题特点+标题作用。 



标题风格：简洁凝练、含蓄隽永、准确鲜明、新颖巧妙。 

标题特点：运用某种手法，比如修辞、写作方法等 

标题作用：吸引读者、归纳文章主旨（或蕴含作者的思想情

感）、文章的线索、概括文章内容。 

例如：《背影》题目就是文章的线索；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用“从……到……”点明了作者回

忆童年生活的地点和范围。从题目可以看出，文章按顺序

写了两部分内容：一是百草园，二是三味书屋。 

又如《窃读记》《味蕾上绽放的爱》等 



考点之十．知识拓展题 

[题型1]、人物事件拓展。如：本文主人公是一个爱国将领，你还能举

出哪些？ 

对策：弄清人物身份、性格，或把握事件的性质，再根据自己的积累寻

找合适答案。 

[题型2]、主旨拓展：用广告宣传语体现主旨。 

对策：掌握广告宣传语的写作方法，再根据主旨而定。 

广告宣传语就是用简洁的语言写出的具有宣传鼓动作用的话语，其最基

本的特征是语言简洁，具有宣传和鼓动性。解答标语编写试题要注意句

式的选择、词语的选用、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逻辑事理的表达。 

[题型3]：请你联系实际谈谈你的体会              

对策：联系生活实际从多个角度思考，说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类型4]、仿照文中某个句子再写两个句子。        

对策： 

1、分析文段中的句式特点、表达方式、修辞及感情色彩； 

2、展开联想，梳理大脑中储备的相关信息进行仿写，力求形

神兼备。 



 例                    老海棠树   

                         史铁生 

      ①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
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 。 

      ②老海棠树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
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
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
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
作业。“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
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
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
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
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   



    ③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

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

不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

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

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

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了直腰，又凝神

糊她的纸袋。   



     ④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

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

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

“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

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

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

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

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 



      ⑤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那

时我大些了，在外工作，从陕北回来看她，奶奶已经腰弯

背驼。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

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

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你刚回

来，去歇息着吧。”  



    ⑥冬天，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

檐，磨擦着窗棂。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她曾经读一本《扫

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那

一回，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

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不

知道。再说，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奶奶立刻不语，惟低

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

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

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无对我的责备。   



   ⑦……   

   ⑧如今，奶奶已离我而去。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

棠树也便随之飘然而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

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望着我，或不时地要

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

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1.从全文看，以“老海棠树”为标题的好处是： 

以老海棠树为线索，贯穿全文；含蓄、形象地表现了奶奶和“

我”之间浓浓的祖孙情。 

2.第②段写“我”在老海棠树上的活动，在文中的作用是： 

内容上，表现“我”在老海棠树上的快乐，借以反映奶奶对“

我”的关心；结构上，为下文进一步写“我”和奶奶的亲情作

铺垫。 

3. 选择文中最触动你的一个场景，写一段80字左右的感想。 

提示：感点明确，围绕中心，理由充分，语言流畅。 



触摸中考 

  （一）（黄冈市）      痴心石 

    ①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时，看见街上有人

因为要盖房子而挖树，很心疼那棵树的死亡，就站在路边呆呆的

看。树太大了，不好整棵的运走，于是工地的人拿出了锯子，把

树分解。就在那个时候，我鼓足勇气，很不好意思的问，可不可

以把那个剩下的树根送给我。那个人笑着看了我一眼，说:“只要

你拿得动，就拿去好了。”我说我拿不动，可是拖得动。 

    ②父母看见当时发育不良的我拖回来那么一个大树根，不但

没有嘲笑和责备，反而帮忙清洗、晒干，然后将它搬到我的睡房

中去。 



③以后的很多年，我捡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家，

父母并不嫌烦，反而特别看重那批不值钱但是对我有意义

的东西。我和父母，其实很少一同欣赏同样的事情。他们

有他们的天地，我，埋首在中国书籍里。 

④我的父母并不明白也不欣赏我的那些怪癖，可是他

们包涵。我也并不想父母能够了解我对于“美”这种主观

事物的看法，只要他们不干涉，我就心安。 



     ⑤有一次，我答应了跟父母和小弟全家去海边。结

果前一天晚上又去看书，看到天亮才睡去。全家人在次

日早晨等着我起床一直等到十一点，母亲不得已叫醒

我，又怕我不跟去会失望，又怕叫醒了我要丧失睡眠，

总之，她很为难。半醒了，我只挥一下手，说:“不

去。” 醒来发现父亲留了条子，叮咛我一个人也得吃

饭。 



   ⑥中午起床，奔回不远处自己的小房子去打扫落花残

叶，弄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再回父母家中去。妈妈迎了上来，

责我怎么不吃中饭，我问爸爸在哪里，妈妈说:“嗳，在

阳台水池里替你洗东西呢。”我拉开纱门跑出去喊爸爸，

他应了一声，也不回头，用一个刷子在刷什么，刷得好用

力的。过了一会儿，爸爸又在厨房里找毛巾，说要擦干什

么的，他要我去客厅等着。 

   ⑦一会儿，爸爸出来了，妈妈出来了，两老手中各捧

着一块石头。 



     ⑧爸爸说:“你看，我给你捡的这一块，上面不但有纹路，
石头顶上还有一抹淡红，你觉得怎么样?”妈妈说:“我挑
挑拣拣，才得了一个石球，你看它有多圆!”我注视着这两
块石头，眼前立即看见年迈的父母弯着腰，佝着背，在海
边的大风里辛苦翻石头的画面。 

     ⑨看着比我还要瘦的父母，看着这两块没有任何颜色可
以配上的、世间最朴素的石头，一时里，我想骂他们太痴
心，可是开不了口，只怕一讲话声音马上哽住。父母的
爱——一生一世的爱，都藏在这两块不说话的石头里给了
我。 

                       （节选自《三毛文集》，有删改）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第①②段写的是少年时拖树根回家的故事，这与标题“痴

心石”无关，应该删除。 

B.品读第③段画线句，这些语句表现了父母对我个性和爱好的尊

重，是痴爱的表现。 

C.第④段加点词“包涵”的含义是：父母对于“我”的那些怪癖

，认为情有可原，而选择了理解与尊重。 

D.第⑨段画线句中，作者说“可是开不了口”的原因是：“我”

深深感受父母的爱，“我”怕一开口就会泪流满面。 

A 



作者一方面深深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们想把“我”想得到

的一切都给了“我”；另一方面因为父母为“我”付出太

多而愧疚，“骂”实际上是反语。（答出大意即可） 

2.面对父母的浓浓爱意，作者却在第⑨段中说“一时里，我

想骂他们太痴心”，这是为什么？ 

 



3.品读下列语句，分析作者表达的情感。 

①爸爸说:“你看，我给你捡的这一块，上面不但有纹路，石

头顶上还有一抹淡红，你觉得怎么样?” 

 

 

②我注视着这两块石头，眼前立即看见年迈的父母弯着腰，

佝着背，在海边的大风里辛苦翻石头的画面。 

作者通过语言描写，细致地表达了父亲给“我”挑石头、 

洗石头的良苦用心和浓浓爱意。（答出大意即可） 

作者描写“我”的心理活动（或：通过“我”的联想与 

想象），细腻地表达了“我”对父母“痴心之爱”的醒 

悟、感动和自责。 

（答出大意即可） 



4.理解：作者用“痴心石”作为文章题目的原因是什么？ 

 

 

 

5.文中“我”的父母理解、尊重孩子的“怪癖”，对此，你

肯定很有感受，请结合你的生活实际，谈谈你的看法。 

“石头”是文中传递情感、表达爱意的物品，用“痴心”修

饰“石头”，表达了父母对我的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切中

文章主旨。（意近即可） 

 

提示：肯定或否定这种做法均可以，但必须写出充足

的理由。 



（二）（枣庄市）        恒久的滋味 
                           蒋勋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味觉，这些味觉停留在记忆中，成
为生命的滋味。  
    小时候，喜欢吃糖，甜味停留在孩童时代记忆，不只是口
腔四周的快乐，同时呼唤起许多满足、幸福、受宠的回忆。  
    几乎每一个儿童都有过爱吃糖的记忆，在许多民族的语言
文字中，“糖”、“甜”，都已经不单单只是生理味觉上的反
应，“sweet”、“candy”，也同时包含了满足、幸福、爱等
等心理上的感觉。 
    甜味如果是人生第一个向往的味觉，甜味停留在记忆里，
也就有了童年全部的幸福感受。人不会一直停留在童年，因此
人也不会一直满足生命里只有甜味。甜味是幸福，但是甜味太
多，也觉得腻。 



    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喜欢上了酸味。  

    大概是在身体发育之后，十二、三岁左右，被称为青少
年，被称为惨绿少年，好像没有熟透的果实，透着一种青涩
的酸味。没有放糖的柠檬汁，盐腌渍的青芒果，那种酸，好
像初尝到生命里的一种失落、怅惘，一种不严重的感伤。 

    酸是一种味觉吗？  

    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好酸”，当然不是他身上的气味，
而是他透露出的一种在得不到时的一点点忌妒、讥刺、不满
足的愤怨委屈吧。记忆里嗜吃甜食的童年，偶然吃到母亲调
了许多醋的面条，立刻皱起眉头，酸得全身皱缩起来，那时
还不懂得“酸”的意味。等到我在青少年时期，挤了满满一
杯纯柠檬汁，不放糖，咕嘟咕嘟喝着，忽然彷佛懂了生命原
来除了“甜”， 还有别种滋味。 



    但是我品味着“酸”的时候，还是不能了解，为什么母

亲会顿顿饭都吃苦瓜，极苦极苦的瓜，加上极臭极臭的豆豉，

加上极辣极辣的辣椒，极咸的小鱼干，用热油爆炒，还没有

吃，远远闻着，扑鼻一阵咸、辣、臭、苦，呛鼻刺激的气味，

呛到使人喉头都是哽咽，呛到眼泪止不住。我长大之后，看

着母亲耽溺在这样的味觉里，听她叙述战乱里人的流离，她

描述炸弹下来，刚才说话的人，不见了，肠子飞起来，挂在

树上。她在咸、辣、臭、苦里，回忆着她五味杂陈的一生吗？  

    五味杂陈，说的是味觉，但也是人生。  



   人生应该只有甜味吗？还是在长大的过程，一步一步，随
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命经验的扩大，我们的味觉也在经验
不同的记忆？我在甜味里记忆幸福满足，在酸味里学习失落
的怅惘，在辣味里体会热烈放肆逾越规矩的快感。 

   我终于也学会了品尝苦味，在母亲临终的时刻，我怀抱着
她的身体，在她耳边诵念金刚经，我懂得一种苦味，比甜味
安静，比酸味丰富，比辣味深沉庄严。我难以形容，但是我
知道，我不能拒绝生命里这样苦味，我终于知道：我多么眷
恋不舍，母亲还是要走！我也终于知道：我人生的滋味大部
分从母亲处学来。  



    从小到大，记忆里最不能忘记的滋味都从母亲的菜饭里学

来。我们很少上餐厅，母亲总是一边摘菜叶，一边娓娓说着故

事，她用小火煎着一条赤鯮，鱼的酥香的气味久久停留在空气

中，至今也似乎没有消逝。母亲的菜有糖醋，有盐渍，有抹了

花椒的辛香，有酸辣，有辣苦，也有臭豆腐奇特使人迷恋的臭

香。她教会了我去品尝各种味觉，品尝各种味觉混合的不可言

喻的滋味。  

    但是母亲的滋味里有一种仪式，她会特别慎重料理，那滋

味却只是米麦五谷的平淡。  



   每一年过年，母亲要蒸一百个馒头，发面的面头要特别挑

选过，蒸锅里的水，大火煮沸，蒸气白烟缭绕，馒头要蒸得

白胖圆满，用来在年夜祭拜祖先，也象征预兆一年的平安祥

和。母亲在揭开蒸笼的盖子时，慎重庄严肃穆的表情，使我

难忘，她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她有生活的虔诚。馒头饱

满丰圆，透着淡淡五谷的香。我负责的工作是在每一个馒头

正中心用筷子点一个红点。红染料用天然胭脂调成液体，用

筷子头蘸着，刚好一个圆圆的红点。 母亲在一旁叮咛：要点

在正中心哦！那时候还没入学，大概四、五岁，我也开始学

会了慎重庄严的举止。  



我如此贴近那些馒头，好像麦子在土地里、阳光里、雨水

里的全部饱实的生命都给了我，平淡悠长而且沉着，在所

有的滋味之上，是更恒久的滋味吧！    

1.文章第6段中加点的“惨绿少年”有怎样的含义？ 

本意指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文中指青涩、强说愁

的青少年。 



2.在作者的生命历程中，甜、酸、苦等滋味，各代表了什么

样的人生阶段？甜味、酸味和辣味各自包含怎样的感觉？ 

 

 

3.本文行文有两条线索，请指出。 

甜：童年，酸：青少年，苦：成年。  甜味里记忆幸福

满足，在酸味里学习失落的怅惘，在辣味里体会热烈放

肆逾越规矩的快感。  

一是体验各种生命的滋味，一是“我”的成长历程。 



4.画线的问句在文中有怎样的作用？ 

 

 

5.年夜祭祖的白馒头给作者的启示是什么？ 
生活平平淡淡才恒久；生命平平安安才是真， 

从母亲身上得到的人生启迪是恒久的。 

用问句更能引起读者注意与思考，对母亲艰辛一生的感叹， 
引起下文对人生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