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语文中考试题看，说明文在整个

试卷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年增大。其难度也在逐年提高。透

视近年来各地中考说明文阅读题，可以发现，大多数省市

所选取的材料绝大多数是课外的，而且内容多是人们普遍

关心的科技性说明文，涉及到环保、病毒、网络、生态保

护、科技发明、前沿科学、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知识，具有

很强的时代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在设题方面基

本上也都是侧重课内知识的课外迁移，因此把握好中考说

明文的发展方向，对解答中考说明文阅读很有帮助。 



纵观近年来的各地中考题型，出题角度更侧重于对能力的考 
查，文体知识被淡化了。然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其特点也各有 
不同，阅读起来自然也有不同的要求和方法，因此掌握相关
的文体知识，对提高阅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说明文是
怎样一种文体？它又有哪些特点呢?如何掌握说明文的阅读
技巧，提高说明文的阅读能力呢? 
 



一、知识梳理 

1.概念：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用来介绍或

解释事物的状态、性质、构造、功用、制作方法、发展过

程以及内在事理的一种实用文体。 

2.与其它文体的区别：议论文以理服人，哲理性是它的主要

特点；记叙文以情感人，形象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说明文

以知授人，知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 



3.说明文分类： 

    从内容角度，根据说明的对象和目的：事物说明文、事理

说明文。 

    从语言表达角度：平实说明文、生动说明文。 

    平实性说明文：多用说明的表达方式，语言朴实简明。如

数学、自然教科书，科技资料，实验报告，说明书等。 

生动说明文也叫文艺性说明文：除采用说明外，辅以叙述、描

写、抒情，并借助修辞，语言生动形象。如知识小品，科学小

品等。  



二、考查的重点 

1、说明对象及特征 

2、说明顺序 

3、说明方法及其表达作用 

4、文段的说明内容（注重分析中心句和支撑句） 

5、说明语言的特点及其表达作用 

6、根据文段的要求和文字实际，进行必要的词语选择、语言

含义品析、语句补写、仿写等 



1.辨析说明对象及特征 

说明对象： 

①看标题：事物说明文一般标题就是说明的对象 。如《中国

石拱桥》 

②看首尾段 ：事理说明文一般找准开头结尾的总结句。好的

说明文往往运用这种句子来突出所要说明的事物和特征。 

③看关键词句（如：总说句/分说句/过渡句）  

④看材料（逐段分析作者介绍了有关事物的哪一方面的特征，

然后归纳小结。） 



说明对象的特征:  

1、找原词原句。 

如《苏州园林》，说明对象：苏州园林 

说明特征： 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

完美的图画 。  

2.注意段意、中心句。 

    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出现得比较早。这种桥不但形式

优美，而且结构坚固，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雄跨在江

河之上，在交通方面发挥作用。 



方法归纳： 

题型：概括说明对象的特点。  

①抓住文段中的段落和层次； 

②从每段（或每层）中抓住关键词语加以整理。  

③一般情况下，文段的开头（或各段的第一句）和结尾（或

各段最后一句）往往说明了对象的特点。  



2.辨别说明顺序 

说明文中常用的说明顺序 ： 

1、时间顺序。说明事物的演变发展的； 

2、空间顺序。说明建筑物的； 

3、逻辑顺序。介绍高科技产品或说明事物间的联系的。 主

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逻辑顺序 ： 

① 从现象到本质(或从本质到现象)；  

② 从原因到结果(或从结果到原因)；  

③ 从特点到用途(或从用途到特点)；  

④ 从整体到部分(或从部分到整体)；  

⑤ 从概括到具体(或从具体到概括)；  

⑥从主要到次要(或从次要到主要)。 



说明文的结构常见的形式 

• “总——分”式：或由总到分，或由分到总，或总分总。 

• 并列式：各段落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  

• 递进式：各层之间的关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

到本质。  

• 分析文章结构，抓中心句及连接词，如“首先”“其

次”“还”“也”“此外”等词语。 



3.辨析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常见的说明方法： 

（1）分类别：即对事物分门别类的方法。例如：按屏的建造
材料及其装饰的华丽程度，分为金屏、银屏、锦屏、画屏、
石屏、木屏、竹屏等。 

（2）举例子：即以具体事物为例的说明方法。例如： 

颐和园里仿造的卢沟桥只17孔，苏州的宝带桥53孔之多，如
果坐小船沿桥缓缓看一遍，你会感到像读了一篇史诗似的满
足。 

（3）打比方：即用比喻来说明事物的方法。例如：“桥洞不
是普通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 



（4）列数字：即运用数据说明事物的方法。例如：赵州桥非

常雄伟，全长50.82米，两端宽9.6米，中部略窄，宽9米。 

（5）作比较：即用另一个事物与说明事物相比，以说明事物

特点的方法。例如：“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

用彩绘。”  

（6）下定义：即指明某一名词概念的含义。例如：“利用物

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的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 



（7）画图表：运用图表说明事物的方法。 

（8）作诠释：用于解释被说明内容的成因及内在联系。例如：

斯英石并不十分稳定，原子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它们又出现相

互排斥的趋势，最后又变为普通沙子。然而，由于原子之间结

合得极为致密，所以这种反弹变化进行得非常缓慢，从而使斯

石英可保持数百万年。 

（9） 摹状貌：通过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形象化的描摹来说

明事物的方法。例如：这些石刻狮子，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

头接耳，有的像倾听水声，有的像注视行人，千态万状惟妙惟

肖。  



指出下列句子所运用的说明方法 

1. 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 

   2. 我国的石拱桥有悠久的历史。《水经注》里提到的

“旅人桥”，大约建成于公元282年，可能是有记载的最早的

石拱桥了。 

   3. 这个创造性的设计，不但节约了石料，减轻了桥身的

重量，而且在河水暴涨的时候，还可以增加桥洞的过水量，

减轻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同时，拱上加拱，桥身也更美观。 

打比方 

举例子、引资料 

作诠释 



4.永定河发水时，来势很猛，以前两岸河堤常被冲毁，但是

这座桥从没出过事，足见它的坚固。 

 

5.在起重吊装方面更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如福建漳州的江东

桥，修建于800年前，有的石梁一块就有200来吨重，究竟是

怎样安装上去的，至今还不完全知道。 

举例子、作比较 

举例子、列数字 



说明方法的作用： 

1、举例子：具体形象的说明了…的…特点，便于读者理解。  

2、分类别：条理清晰地说明了…。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分门

别类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使说明的内容眉目清楚，

避免重复交叉的现象。 

3、打比方：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的…特点，通俗易懂，增强

文章的趣味性。  

4、列数字：科学准确具体的说明了…的… 特点 。使说明更

有说服力。 



5、作比较：通过…和…的比较，突出了（强调了）…的…特

点（地位、影响等）。  

6、下定义：完整、科学、准确地说明…本质特点，使之与其

他事物区别开来。   

7、画图表：直观形象说明了…使读者一目了然 。 

8、作诠释：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使说明

更通俗易懂。    

9、摹状貌：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形象化的描摹，能使说明

生动形象，使文章更具可读性。  

10、引资料：能使说明的内容更具体、更充实。更具有权威性

和说服力。 



理解说明方法的作用(表达效果)： 

1、答清每种说明方法各自在表达上的作用；  
2、答清具体运用这种说明方法是为了说明什么内容，即：表
达+说明内容。 

常用答题格式：  
  本句用了_______的说明方法，生动形象/具体直观/深入浅
出/科学准确地说明了_______（说明内容），使读者
_____________。  
例如：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 

运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生动形象地说明石拱桥桥洞的形状，
突出其形式优美的特点。很有趣味性，使读者对石拱桥的形
状有了鲜明的印象。 



4.说明内容 

判断文段的说明中心（说明内容）：  

   答题方式：  

   1、事物说明文：说明对象＋对象的特征  

   2、事理说明文：说明了关于……的道理（原因、方法、原

理等）。  

   3、程序说明文： 介绍……的操作或实验或制作的过程 。 



 
段意概括：  
 
句式：说明了……介绍了……   
方法： （1）摘句法。就是摘出文段的中心句。 （2）概括法。
对于没有直接表述中心句的文段，则需要仔细阅读文章，分清
层次，进行归纳概括。（3）联合法。就是文段有几个并列的
层次，把几个并列的内容组合起来。 

注意：为什么不能调换段落顺序？ 

    不能调换：原文采用由……到……的顺序介绍事物，调换

后不合逻辑。 



说明语段的作用  
（1）结构、内容作用：引出下文、承上启下、总结全文/前

文。  

有时在文章在开头，还起着引出说明对象/说明事理的作用。  

（2）结合说明方法谈。  

通过……的说明方法，说明了……（事物特征或事理），使

说明……（作用）。 

注意：有时会考查能否从阅读材料中捕捉重要信息，对段落

的内容进行归纳；对全文要点进行概括。 

对策：认真仔细阅读原文，一般都能从原文中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