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语言知识及运用

考点一 字音

1.多音字

（1）多音字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读音的字。

（2）积累多音字应注意：

①勤查字典/词典，准确识记多音字不同读音的声母、韵母、声调。

②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准确拼读多音字。

③进行组词训练，以常用词帮助记忆多音字的不同读音。

④注意识记多音字的不常用读音。

（3）多音字不同的读音，表义不同，用法不同，词性往往也不同。例“当”“数”“和”

等。

（4）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反过来，通过词性、词义也可以推测多音字的读音。

2.形声字辨音

（1）形声字是指既有意义，又有发音的汉字，其中一个部分表示发音，另一个部分表示意

义。

（2）声旁并不能完全确定形声字的读音，声旁相同的形声字读音未必相同。

3.避免误读字音

误读原因主要为方音、成语中的字音用语习惯、字形相似等。

（1）方音指方言发音；方音干扰分地区，要有针对性地校正自己的发音。

（2）成语字音用语习惯指某些成语中的字有特定的读音，不能主观臆断。

（3）用语习惯主要指习惯性误读的现象，语音是在发展变化的，

（4）字形相似导致误读：

①没有记准字形；

②汉字积累不足；

③粗心大意，看错字。

考点二 字形

1.同音错别字



同音字指读音相同而形义不同的字。如“冻-栋”“练-炼”等。

（1）以同音字来考查字形，主要是选取声母、韵母、声调完全相同，但是意义完全不同的

字作为干扰项。

（2）同音字在“字形”部分考查比例最大。需要多学多写多记。

2.形近错别字

形近字指形体相近而差别细微的字。如“掩-淹”“详-样”等。包括形声字和非形声字。

（1）形声字辨析方法

①声旁相同的可以从形旁去辨明意义及用法；

②形旁相同的可以从声旁去辨明意义及用法。

（2）非形声字辨析方法：

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入手。如“栗（lì）”和“粟 （sù）”，可从各字的下结构进

行辨析。

考点三 词义

1.掌握词义的一般系统

一个词由本义、基本义、引申义、比喻义等构成词义系统。

（1）本义：词最早的体现原始造字意图的意义叫词的本义；

（2）基本义：多义词中基本的、常用的义项；

（3）引申义：在基本义的基础上经过推演发展而产生的意义；

（4）比喻义：借个词的基本义来比喻另一种事物所产生的意义。

（5）多义词的引申义、比喻义都是基本义发展转化而来的。基本义是构建词义系统的关键。

2.近义词辨析

近义词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区别主要体现在词义、色彩和语用三个方面：

（1）词义

①词义程度的轻重；

②词义的着重；

③词义范围的大小；

④词义使用的对象。

（2）色彩

①感情色彩：词语按感情色彩划分可以分为褒义词和贬义词。



②语体色彩：又称语体风格。从语言形式看可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

（3）语用

①词语的搭配；

②词语的语法功能，即词性。

3.根据语境选择词语

（1）语境对于词有选择作用，一个词语的意义需要结合其所在的语言环境去理解。

（2）语境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①内部语境，即词所在的上下文；

②外部语境，即说话双方所牵涉的人物、时间地点、社会环境以及表情、姿态、手势等交际

辅助手段。

4.关联词的用法

关联词的主要作用是链接分句、标明关系，让语句更加连贯通顺。

复句类型 关联词语

并列关系
既……又…… 又……又…… 一边……一边……

一面……一面…… 有的……有的…… 一会儿……一会儿……

递进关系 不但……而且…… 不仅……还…… 不但不……反而……

假设关系
如果……就…… 要是……那么…… 即便……也…… 倘

若……就…… 要是……就……

因果关系
因为……所以…… 之所以……是因为……

既然……也…… 由于……因此……

条件关系
只要……就…… 只有……才……

无论……都…… 任凭……也……

选择关系
是……还是…… 要么……要么…… 或者……或者……

与其……不如…… 宁可……也不……

承接关系 一……就…… 首先……然后……

转折关系 虽然……但是…… 尽管……还…… 即使……也……

5.反义词辨析

（1）反义词是指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如“动—静”“轻松—紧张”等。



（2）辨析反义词主要是看三方面：

①两词是否性质相同，相同者是，相异者非；

②两个语言单位层级是否相同，相同者是，相异者非，因为词

和短语不能成为反义词；

③某词是否是另一词的否定形式，如果是就不能构成反义词，因为一个词的否定形式不能成

为其反义词。

考点四 成语

1.成语基础知识

（1）成语是指语言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词组或短句。

（2）成语多为四字，也有三字、五字甚至七字以上。如“莫须有”“程门立雪”“一鸣惊

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等。

（3）成语主要来源于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古诗文等。通常来自古代文献或俗语中，语体

风格庄重、典雅。

（4）成语两大特征

①意义的整体性；

②结构的凝固性。

2.成语用法辨析

（1）准确使用成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准确把握成语含义。

②要避免望文生义，避免混淆含义或形式相近的成语。

③可从范围大小不同、侧重点不同、词义轻重不同、适用对象不同、个别字词含义不同等方

面进行辨析。

（2）成语的色彩

①主要指成语的褒贬色彩。

②成语的语体色彩区别在于，有些成语属于书面语，有些成语属于口语。

考点五 病句

1.搭配不当

搭配不当指句子中某些成分之间关系不协调，不能配合到一起。



（1）主谓搭配不当；

（2）动宾搭配不当；

（3）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4）一面与两面不搭配；

（5）片面与全面不搭配；

（6）肯定与否定不搭配；

（7）关联词语搭配不当。

2.成分残缺或多余

（1）主语、谓语、宾语残缺；

（2）缺少必要的定语、状语；

（3）主语、谓语、宾语多余；

（4）定语、状语、补语多余。

3.语序不当

（1）语序不当即词语的位置摆放不对，使句子产生歧义或使句子意思表达得不清楚。

（2）常见的语序不当有：

①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颠倒；

②把定语错放在状语的位置上；

③把状语错放在定语的位置上；

④多层定语语序不当；

多项定语的排列次序：领属+数量+动词（短语）+形容词+名词+中心词

⑤多层状语语序不当。

状语的排序：何时+何地+副词+形容词+表示对象的介宾短语+中心词

4.结构混乱

（1）结构混乱主要是不同的句式杂糅在一起造成的。

（2）常见的有两种

①两句混杂

②前后牵连

5.表意不明

表意不明多半是话语存在歧义造成的。主要是受语言当中客观存在的多义现象的影响而产生。

6.不合逻辑



句子的逻辑错误，主要表现在自相矛盾、概念不清、常识性错误等方面。

考点六 语言表达

1.准确、鲜明、生动，简明、连贯、得体

2.准确排列语句顺序

（1）句子或短语的顺序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要求，要做到准确排序一般要注意 ：

①粗读题干，判断文体。

②抓住中心句。

（2）确定中心句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从总起句去找；

②从结尾上去找；

③从反复句上去找；

④从议论句上去找；

⑤从哲理性句上去找；

要求 含义

准确

指在正确理解文意、句意的基础上，把握句段的关键信息、内容要点、中心思想，

按照题目的要求，使词语运用、句式选择、 语气选择等符合表达目的。

①符合特定的情境；②符合事理及对象；

③正确使用口语、书面语；④准确表达范围、程度及心理。

鲜明
指用词造句都能明白、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不模棱两可，不含糊其词。

①精确选用词语。②恰当选用句式。

生动
具体形象，新鲜活泼。生动，往往是以准确、鲜明为前提的。

①恰当选用词语；②恰当选用句式。③恰当使用表达手法。

简明 指语句表意时，在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要力求简要明白。

连贯
指从语言的组合衔接上对语言运用提出的要求。

①话题要前后统一；②表述角度要一致；③语言要衔接紧密

得体

指要适合语言环境，用语恰如其分。“得体”之“体”， 既不指文体，也不指语体，

而是指在书面或口头交际中的遣词造句， 须恰如其分地表达意思。

①明确目的，有的放矢；②看准对象，讲究分寸；③适应场合，巧妙用语。



⑥从含义深长的句子上去找。

（3）厘清文脉，确定顺序。

（4）分析句子结构，组合句子成分。

3.检查语言运用是否简明、连贯、得体的方法

（1）成分分析法。看句子有没有语法硬伤。

（2）语境分析法。看句子衔接是否紧密。

（3）语气分析法。看句子读起来顺不顺。

（4）逻辑分析法。看句子是否合理，符合逻辑。

考点七 辨析和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

修辞，是选择适合表达需要的语言手段，可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提高语言表达

效果。

1. 常见的八种修辞手法

手法 含义 作用

比喻

用乙事物形象地比方甲事物，甲乙两类

事物是本质相异而又有相似点的事物。

常见的比喻有明喻、暗喻、借喻几种。

①可以使描景状物形象具体，生动可感；

②可以使说理论证深入浅出，透辟可信；

③可以使叙事抒情引发联想，含蕴深厚。

比拟

把非人的事物或抽象概念当作人来描绘

叙述，把非物的人或抽象概念当作物来

描绘叙述就是比拟。比拟有拟人与拟物

两种形式。

①渲染气氛，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②增强表达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唤起联想；

③开阔意境，使表意更为深厚蕴藉。

借代

借用与本体事物密切相关的事物的名

称，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就是借代。

借代通常有对代与旁代两种。

①运用借代能使语言更加鲜明生动；

②易于引起读者联想，加深感受。

夸张

根据表达需要，对人、事物或其某些方

面做尽力扩大或缩小的描述，

夸张一般有扩大、缩小两种。

①可以极力表现特别强烈的感受和极为浓

烈的感情；

②突出强调人或事物某方面的特征，从而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③产生强烈共鸣。



排比

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

义相似或相关，语气一致的词语或句子

等，成串地排列起来以表情达意。

使结构形式整齐匀称，音律节奏有力而铿

锵，语言气势贯通酣畅；

①写景状物，可以使景物毕现，情景交融；

②用以写人， 可以细致入微，使人物形神

兼具；

③用以抒情，可以淋漓尽致，畅达奔放；

④用以议论，可以把道理阐述得全面深刻。

对偶

用一对结构相同或相似，字数相等或相

近的句子或短语来表达相类相关或相反

的意思。

①使语句形式整齐，结构匀称，看起来醒

目，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

②能鲜明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事物

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设问

先提出疑问，然后自己回答，或者光问

不答。

①引人注意，启发思考；

②增强语气；

③引出下文，并使文意和言语波澜起伏，

跌宕有致。

反问
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有肯定

形式表否定和以否定形式表肯定两种。

①表达强烈的感情，加强语气；

②引起读者的深思或共鸣。

2.相关修辞手法的区别

（1）比喻和比拟的区别：

①前者重“喻”，后者重“拟”；

②比喻的本体和喻体有主、从之分,不管本体出现与否，喻体都必须出现；

比拟中本体和拟体彼此交融，浑然一体，本体必须出现，拟体一般不出现。

（2）排比和对偶的区别：

①排比是三个以上语言单位的平列，结构上大体相似，字数上基本平衡；

对偶是两个语言单位的对称，结构上要求对称，字数上要求相等。

②排比常以同一词语作为彼此的揭示语，排比句互相衔接，给人以紧凑密集之感，不避重字；

对偶的上下两句尽量避免同字重出。

③排比用字不计平仄对仗；

对偶多讲究平仄对仗的工稳。



（3）反问和设问的区别

①反问要求明确地表示肯定和否定的内容；

设问不表示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

②反问的作用主要是加强语气；

设问的作用主要是提出问题，引起注意，启发思考。

③反问只问不答，答在其中；

设问有问有答，自问自答。

④反问通常有反诘副词“难道”“岂不”之类；

设问没有。

（4）反复和排比的区别

①反复的语言单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

排比的语言单位是三个或以上语言单位。

②反复的各语言单位的意义是相同的；

排比的各语言单位的意思是相关的。

③反复的部分是同语重出；

排比的各语言单位只有个别字词相同。

（5）借喻和借代的区别

①借代建立在两事物“相关”的基础上，重在指称；

借喻是建立在两事物“相似”的基础上，重在描绘。

②借代不能换成明喻的形式;

借喻可以换成明喻的形式。

3.注意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指在语言实践中，一段话里往往综合使用几种修辞手法，有的是两种修辞手法连用，有的是

兼用几种修辞手法，有的是兼连交用，形式多种多样。

第二章 现代文阅读

考点一 科普说明文阅读理解

1.概念：对事物的特征、性质状态、构造、关系、成因、功能进行介绍、说明，或对事理的

规律、本质进行剖析、解说，让人有所“知”的文章。



2.三个显著特点

(1)知识性: 就说明文的内容而言,“说明”就是使人有所“知”。

(2)通俗性：就说明文的语言而言，“说明”贵在一个“明”字。这里的“明”就是指语言

的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3)条理性：就说明文的结构而言，结构方面突出事物内在的条理性，显示事物之间的逻辑

联系。说明文必须做到“言而有序”。言而有序是说明文构思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3.说明文阅读理解考点

（1）理解词语句子 ：考查对于关键词语和句子的理解。

①考查词语：文章中的主要概念，或具有修辞色彩。

②考查句子：在整段或整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分析特定段落

全文通读，在特定文段找答案。

（3）根据选文推理

是对整篇文章的理解推理，但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文章片段凭空臆造，推理的依据必须在

原文中有所体现。

（4）选择最佳标题

题目是一篇文章最核心、最概括的表达。

（5）判断说明方法

恰当地运用说明方法，能提高说明语言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使说明对象更具体、更生动，

让读者更明白，更清楚作者的意思，更能增强说服力，有时也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更突

出主题。

说明方法 含义

分类说明（分类别）
当说明的对象比较复杂，单方面不易说清时，可根据事物的形

状、性质、成因、功用等不同属性，将被说明的事物分成若干

类，然后逐一加以说明。要注意分类标准的统一。

下定义说明（下定义）
对被说明事物的概念做出合乎客观实际、明确简洁的阐释。

举例说明（举例子） 以列举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一般情况，把抽象或复杂的事物

说得具体明晰。



比较说明（作比较） 把被说明事物与同类或不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借以显示被说明

事物特征。

数字说明（列数字/数据）
列举具体数字，从数量上说明事物状况，使人一目了然。

比喻说明（打比方）
用打比方来增强被说明事物的形象性，突出事物特征的方法。

（6）掌握修辞手法

说明文中运用修辞手法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文学性和趣味性，但也是为了让说明更加生动、

形象、活泼。

考点二 记叙文、小说、议论文阅读理解

1.阅读常设考点：理解词句在文中的含义

①在特定语境中表现出丰富的含义

对词语的理解，要从上下文的“限定”来确定，还要从作者赋予全文的感情倾向来考虑。

②指代性词语的多层寓意

文中常有以特定词语指代人、事、物的情况。特定词语反映了对象的主要特征，有时还

会带有特殊的情感，或者呼应文章主旨等。

③结合语境理解陌生词句

当遇到特定语句，如古文、方言、俗语等，可联系上下文基本上能够推理出其含义，反

复阅读，通过文章中的信息把握词句的真实含义。

④通过语感体会词句的真实含义

要理解词句的表层意思，也要进一步理解其深层含义。

2. 记叙文

（1）概念

指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等类的文章，属于散文文体中的一类基础文体，应用广泛、

数量最多写作形式灵活多样。

记叙文不同于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之处，在于它以叙述为主，间杂使用描写、抒情、议

论等多种手法。



（2）特点

①取材广泛，以小见大地反映现实生活。

②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相对的“完整性” 。

③在记述事件和反映现实生活时要选择某个观察点和叙述角度。

（3）分类

①以写人为主

通过写事来写人。作者可以选择一两件能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的日常生活小事来揭示人

物的思想、品行。

②以叙事为主

 不是不写人，而是以叙述事件的经过为主要线索。

 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性格。

 通过人物之间的对照与映衬的方法来表现人物的个性。

③以写景为主（以景物作为主要记叙、描写的对象）

（4）常设考点：概括段意、文意或中心思想

①扩展题目法

②“六要素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包括起因、经过、结果）。

③段意合并法

④问题概括法

⑤找中心句法

（5）常设考点：划分文章的层次结构

在阅读材料时，应对文章的段落和层次进行划分，抓住关键句。一段文字的各层次之间，

一篇文章的各部分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段内的层次关系大体上有并列、承接、递进、转折、

因果和总分等关系。

（6）常设考点：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7）常设考点：分析艺术形象

①从对人物的描写入手：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侧面描写

②从分析故事情节入手：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部分，有的还有序幕和尾声。

③从分析环境入手

环境描写指对人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写。环境描写交代故事的时

代背景、渲染气氛的作用，还烘托人物性格。



3. 小说

（1）概念

是一种散文体的叙事性文学体裁。与诗歌、戏剧并列，最古老的三大文学样式之一。

（2）要素

一般具有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

①人物：小说创作的中心。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

②情节：指小说中体现矛盾冲突、表现人物关系、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系列生活事件。是展示

人物性格、表现小说主题的重要因素。

③环境：小说中的人物活动和事件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是人物生存、活动的具体

环境。

（3）常见分析点

①写作手法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叙事抒情、直抒胸臆、衬托、卒章显志、铺陈、象征、想象、联

想、照应、寓情于景、反衬烘托、托物起兴、以乐衬哀、渲染、虚实结合、欲扬先抑、设置

悬念、点面结合、开门见山、伏笔照应开篇、点题、首尾呼应讽刺、以声（动）衬静、对比

等。

②结构技巧

承上启下、设悬念、首尾呼应、前后照应、铺陈、铺垫、伏笔、起承转合等。

③修辞手法

比喻、排比、拟人、对比、夸张、 借代、反问、设问、对偶、反复等。

④艺术风格

雄浑、冲淡、高古、典雅、绮丽、豪放、疏野、清奇、飘逸等。

4.论说文

（1）概念

是一种以议论、述说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体，主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依据事实材料

和逻辑推理，阐发某种观点，表明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

（2）要素

一篇议论文，包含有论点、论据、论证三个要素。

①论点

 一篇议论文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论点。



 论点针对的情况

对有关事物的本质意义的看法；

对有关事物的价值、评价的看法；

对有关事物的结果的看法；

对有关把握事物本质要害的策略问题的看法。

 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要提出正确鲜明的论点，必须有事实或理论作为基础，必须明确要提出什么问题，要解决什

么问题。

确定论点必须有一个正确鲜明的立场，合乎科学的态度，要是非分明、爱憎分明。

①论据

 可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

 事实论据既可以是史实，也可以是具体事例。

 理论论据既可以是前贤今人经过实践证明的至理名言，也可以是科学上的公理与规律。

②论证

 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

 可分为立论与驳论两大类型。

 立论是以充足的论据正面证明作者的论点正确的论证方式；驳论是以有力的论据反驳别

人错误论点的论证方式，可反驳论点、论据，论证。前者正面证明，后者反面证明。

（3）主要方式

①归纳法：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

②演绎法：由一般到个别的论证方法。

③比较法：由一个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论证方法，通过把性质特点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或性质特

点不同、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从而证明论点。前者可称为类比法，后者可称为对比

法。

第三章 古代诗文阅读

考点一 文言文翻译 （理解是准确翻译的前提）

1.古今词义的变化

（1）词义扩大（如“江”“河”）

（2）词义缩小（如“亲戚”）



（3）词义转移（如“牺牲”）

（4）词义的褒贬色彩不同（如“谤”）

2.文言虚词

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一般不作句子成分，不表示实在的意义，

主要的作用是组合语言单位。

而

词类 含义

连词

①表示并列关系

②表示递进关系

③表示承接关系

④表示转折关系

⑤表示假设关系

⑥表示修饰关系

代词 通“尔”，第二人称，译为“你”“你的”。

其

代词

①第三人称代词，作领属性定语，可译为“他（它）

的”（包括复数）

②第三人称代词，作主谓短语中的小主语，译为

“他（它）”（包括复数）。

③活用为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代词，译为“我的”

“我”或者“你的”“你”。

④指示代词，表示远指，可译为“那”“那个”

“那些”“那里”。

⑤指示代词，表示近指，相当于“这”“这个”

“这些”。

⑥指示代词，表示“其中的”，后面多为数词。

副词

①加强祈使语气，相当于“可”“还是”。

②加强揣测语气，相当于“恐怕”“或许”“大

概”“可能”。

③加强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怎么”。

连词 ①表示选择关系，相当于“或者”“还是”。



②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如果”。

助词 起调节音节的作用，可不译。

为

动词

①有“做”“作为”“充当”“变成”“成为”

等义。

②以为，认为。

③判断词，是。

介词

①表被动，有时跟“所”结合，构成“为所”或

“为……所”，译为 “被”。

②介绍原因或目的，译为“为了”“因为”。

③介绍涉及的对象，译为“给”“替”。

④对，向。如：为之奈何？

⑤引出动作、行为的时间，可译为“当”“等到”

等。

句末语气词 表示疑问或反诘，可译为“呢”。

以

介词

①拿，用。

②凭，靠。

③把。

④于，在，从。

⑤因为，由于。

⑥依照，根据。

连词

①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可译为“而”“又”“而

且”“并且”等，也可不译。

②表示承接关系，可译为“而”或省去不译。

③表示目的关系，译为“而”“来”“用来”“以

致”等。

④表示因果关系，常用在表原因的分句前，可译

为“因为”。

⑤表示修饰关系，连接状语和中心语，可译为“而”

或省去不译。



助词
①表示时间、方位和范围。

②起调节音节作用。

动词
①以为，认为。

②用，任用。

于 介词

①在，从，到。

②“在……方面”“从……中”。

③由于。

④向，对，对于。

⑤被。

⑥与，跟，同。

⑦比。

之

代词

①第三人称代词，有时灵活运用于第一人称或第

二人称代词。

②指示代词，译为“这”“此”。

助词

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放在定语和中心语

（名词）之间。

②放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③放在倒置的动（介）宾短语之间，作为宾语提

前的标志。

④放在倒置的定语与中心语之间，作为定语后置

的标志。

⑤用在时间词或动词（多为不及物动词）后面，

凑足音节，没有实在意义。

动词 “到……去”

乎 语气助词

①表疑问语气，可译为“吗”“呢”。

②表示反问语气，相当于“吗”“呢”。

③表推测或商量语气，可译为“吧”。

④用于感叹句或祈使句，可译为“啊”“呀”等。

⑤用在句中的停顿处。



介词 相当于“于”，在文中有不同的翻译。

可作词尾 “……的样子”“……地”。

何

疑问代词

①单独作谓语，后面常有语气助词“哉”“也”，

可译为“为什么”“什么原因”。

②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可译为“哪里”“什么”。

③作定语，可译为“什么”“哪”。

疑问副词

①用在句首或动词前，常表示反问，可译为“为

什么”“怎么”。

②用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深，可译为“多么”。

乃

副词

①表示前后两事在情理上的顺承或时间上的紧

接，可译“才”“这 才”“就“等。

②强调某一行为出乎意料或违背常理，可译为

“却”“竟（然）”“反而”等。

③表示对事物范围的一种限制，可译为“只、仅”。

④用在判断句中，起确认作用，可译为“是”“就

是”等。

代词

①第二人称代词，常作定语，译为“你的”；也

作主语，译为“你”，不能作宾语。

②用作指示代词，译为“这样”。

连词 译为“至于”“如果”等。

且

连词

①表示递进关系，可译为“而且”“并且”。

②表示递进关系，可译为“况且”“再说”。

③表示让步关系，译为“尚且”“还”。

④表示并列关系，译为“又”“又……又……”

“一面……一面……”。

副词
①将，将要。

②暂且，姑且。

若
动词 像，好像。

代词 ①相当于“你”“你们”；作定语时则译为“你



的”。

②表近指，相当于“这”“这样”“如此”。

连词

①表假设，相当于“如果”“假如”。

②表选择，相当于“或”“或者”。

③至，至于。

所

名词 处所、地方

助词

①放在动词前，同动词组成“所”字结构，表示

“所……的人” “所……的事物”“所……的情

况”等。

②“所”和动词结合，后面再有名词性结构，则

“所”字结构起定语的作用。

③表示原因。

焉

兼词
①相当于“于之”“于此”“于彼”。

②相当于“于何”，译为“在哪里”“从哪里”等。

代词
①相当于“之”。

②哪里，怎么。

语气词

①作句末语气词，相当于“了”“啊”“呢”。

②作句中语气词，表示停顿，相当于“也”。

③作词尾，相当于“然”，译为“……的样子”

“……地”。

因

介词

①依照，根据。

②依靠，凭借。

③趁着，趁此。

④通过，经由。

⑤因为，由于。

副词 于是；就；因而

动词
①根据。

②沿袭，继续。

与 介词 ①和，跟，同。



②给，替。

③比，和……比较。

连词 和，跟，同。

动词

①给予，授予。

②结交，亲附。

③参加，参与。

④赞许，同意。

则

连词

①表示承接关系，译为“就”“便”，或译为“原

来是”“已经是”。

②表示条件、假设关系，译为“假使”“如果”

“要是……就”“那么”“就”“便”。

③表示并列关系，可译为“就”。

④表示转折、让步关系，译为“可是”“却”或

“虽然”“但是”。

⑤表示选择关系，译为“就是”“不……就是”。

副词

①用在判断句中，起强调和确认作用，可译作“是”

“就是”。

②表示对已然或发现的强调，可译为“已经”“原

来”“原来已经”。

3.一词多义

同一个词，在这个句子里是某个意义，在那个句子里又是另一个意义。如“去”有离开、

距离等意思。

4.通假字

文言文中通假字的出现，是原来古人在写文章时本该用这个字时，却借用了音同或音近

但意义不相通的字，从而形成通假字。

5.词类活用

有的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改变了原来的词性而变成别的词性。常见名词活用为动词，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6. 特殊文言句式（5 种）



句式 特征

判断句

①用“者”或“也”表判断。

②用副词“乃”“则”“即”“皆”“耳”

等表判断。

③用动词“为”“是”表判断。

④用否定副词“非”等表示否定的判断。

⑤直接表示判断。

疑问句

一般要用疑问代词（谁、何、易、胡、安、

孰、焉等）或疑问语气词（乎、欤、耶等）

提出问题。

被动句

①用介词“于”受……于……表被动

②用“为”“为……所……”（“为”引出

动作的主动者）或“…… 为所……”表被动

③用“见”“见……于……”表被动

④用介词“被”表被动

⑤动词本身表被动

省略句

①省略主语

②省略谓语

③省略宾语

④省略介词

倒装句

①主语后置

②宾语前置

③定语后置

④介词结构后置

7. 文言文的断句、停顿

通读全文，通过对词义的理解和对文言文中词与词之间结构关系的分析，读懂每一句话。

8.文言文翻译的标准

（1）信

（2）达



（3）雅

9.文言文翻译的方法

（1）分为直译和意译。

（2）文言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字字皆须落实，对号入座（有些虚词无须译出）。

（3）文言文的翻译方法可以归纳为“留、换、删、补、调”五个字。

①保留原文，照写无误

②替换词语，分清情况

③删去不译，无伤原意

④补充词语，符合实际

⑤调整词序，符合今语

考点二 归纳文言文的内容要点，把握文章主旨

1. 概念

（1）归纳内容要点：把文章各部分的内容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出来，属于“化整为零”

的分析和提炼的过程。

（2）把握文章主旨：把文章的整体或某部分的内容主旨化，并加以阐发或概括，属于“化

零为整”的综合和整理的过程。

（3）归纳内容要点，把握文章主旨，都需要在了解文章大意的基础上进行，更偏重技巧性。

①总揽文意，整体把握

②抓住题干，准确把握题目信息

③借助注释提示，找到解题突破口

④辨析差异，排除干扰

2.如何整体把握文言文

1.把古文当作文章来读

2.精细阅读，厘清头绪

考点三 分析概括文言文中作者的观点态度（文言文考查的最高层次）

1.情况之一：作者直接表露的，具有显形性、明示性。

2.情况之二：作者没有直接表露，具有隐形性和暗示性。由此需要

（1）通读全文，分析人物言行。



（2）综合概括，提炼观点。

考点四 古诗词鉴赏的方法

1.分清类别，区别风格

表达方式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题材可分为咏史诗、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咏物诗

等。类别不同，形式风格也不同。

（1）咏史诗的鉴赏

以历史故事、古人事迹为题材。

①弄清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人物。

②体会意图。

③领悟情感思想。

④分析技巧，品味语言。

（2）山水田园诗的鉴赏

①体味诗歌中情景交融的意境。

②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的情感。

③分析诗歌的写作技巧和语言特色。

（3）边塞诗的鉴赏

①对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

②注意边塞诗歌思想内容的差别。

③注意分析边塞诗的不同艺术风格。

（4）咏物诗的鉴赏

①要细读体会，欣赏作者对所咏之物的特点、神韵的把握与刻画。

②注意体悟作者在描摹事物中所寄托的感情。

2.体味意境，捕捉情感（主要靠分析诗歌的形象来完成）

（1）仔细分析诗歌的形象，把握作者的感情脉络，找出它暗示或启迪读者的意蕴。

（2）体味诗的意境，还要做到论世知人，即了解作者和相关时代背景。

（3）体味诗的意境、分析诗的主旨，最忌脱离形象作无谓的断章取义的解释，或者不去深

挖诗中的隐含旨趣，而是就形象论形象。

3.咀嚼字词，理解含义，分析诗眼

诗歌的语言特色是形象凝练、富于表现力。



4.明辨手法

诗歌的形象性与抒情性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例如：用“比”“兴”“拟人”“夸

张”“对偶”“排比”“衬托”“反复”等。理解这些手法，有助于把握作者抒发情感。

5.把握诗歌的艺术风格

它是诗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艺术个性；是诗人的个人气质、世界观和诗歌

美学观念在作品中的凝结。如豪放、雄奇、沉郁、直率、婉约、含蓄、清新、风趣。

考点五 古代诗歌常识

1. 诗

（1）以丰富的情感反映生活。

（2）是对生活的高度集中与概括，诗歌是一种最精美的语言艺术。

（3）语言高度凝练而富有形象性。

（4）富于节奏感和韵律美。

2.词

（1）词是一种产生于唐末，兴盛于宋代的新诗体。

（2）早期的词是为伴乐而歌的曲调所填的词，每首词都有词牌，即词调名。以长短句为主。

3.曲

（1）曲兴起于元代，是在宋词的基础上，结合民间谣曲演化而成的新诗体。

（2）曲可分为剧曲和散曲，散曲有小令和套数（散套）之分。散曲是兴于元代的新诗体，

其特点是音乐性强。曲调源自民间，深受我国北方民歌和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

第四章 写作

考点一 审题与立意

1.读懂题目 ：要了解命题意图，了解写作具体要求。

2.确定文体

（1）写人的记叙文

①引联式：睹物思人——联想回忆（重点）——睹物议人，总结全篇。

②寻访式：寻访缘由——寻访经过（重点）——寻访结果——寻访感想。



③转情式：恨的产生——恨的淡化—（有过渡的语句）—爱的萌生——爱的发展——爱的深

化。

④议论式：议论评价——具体叙写（并列式或层递式结构）——总结全文，升华中心。

（2）写事的记叙文

①横向展开式：点明事件及其意义——顺叙/平叙事 件——回应开头，深化中心。

②纵向连贯式：交代事件 发生的时间、地点等——顺叙事件的发展过程——记述事件的结

局——抒发感想，阐释事件的意义

③对照式：简介事件，设置悬念——顺叙过程，对照描写——回应开头，点明意义。

（3）散文

①怀念式：睹眼前景——思从前景（详写）——抒怀念情

②参游式：参游起因——参游见闻（详写）——参游收获

③静赏式：景点概述——景点静赏——景点联想

④象征式：引出所托之物——展开“物”的描写——扣住相似点，转入写人——综合抒情言

志。

⑤情索式：情的缘起——情的积蓄——由情到人、到理——情的归结

（4）各种类型的议论文

①读后感式：引、议、转、结

②比喻引申式：引、析、联、结

③论点阐述式：引论、本论、结论

④评论（思想评论/文学评论）式：述、评、结

⑤驳论式：摆、表、驳、结

⑥提供材料式

3.写作立意的要求

审清题意之后，按照题目要求确定自己的论点或写作角度。这是写作一篇文章的基点。

（1）思想健康、积极

（2）立意集中、专一

（3）立意要力求深刻

（4）立意要力求新颖



考点二 结构与材料

1.以中心为纲

（1）结构，指文章的组织方式和内部构造，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2）结构要服从中心的需要。中心是文章的“纲”，文章不论由这个“纲”演绎出多少层

次，都必须由“纲”统帅。

（3）离开中心，所谓详略、主次轻重、大小都失去了依托，文章结构也没了准绳。

（4）写作对中心的要求是：正确、准确和明确。

2.适应不同文体的特点

3.结构完整

有头有尾，有交代有照应，布局周密，无残缺不全、主次不分的毛病。

4.材料充实

“材料充实”要求写进文章的材料翔实、具体、实用，能很好地满足文章中心的需要，

为突出中心服务。

5.材料新颖

指选取的材料应该新鲜。无论是材料新颖还是解读新颖，关键在于“自己的想法”“新

鲜的生活材料”“强烈的时代气息”。

6.材料典型

典型的材料是广为人知的具有代表性的材料，避免陈词滥调。

考点三 语言规范、准确、连贯、得体

（1）语言是运用思维的艺术。高考作文语言运用的标准是：规范、准确、连贯、得体。

（2）要保证写作练习的 “量”，又要保证写作练习的“质”，作文完成之后向别人虚心请

教， 认真修改。

考点四 字体端正、文面整洁，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1）文体端正：指字要写得清楚，笔画要端正，不要歪歪扭扭，让人难以辨认。

（2）文面整洁：指卷面要整洁干净，不要涂抹得很脏很乱。



考点五 不同文体的写作模式

文体 写作模式

记叙文

第一段：用流畅的语言引起主题，引起下文。

第二段：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等。（开头）

第三段：按照时间顺序分层次讲故事。（发展）

第四段：引出故事的高潮。（高潮）

第五段：交代故事的结局，以及自己的感想。（结局）

议论文

第一段：简洁概括材料，略作分析，明确提出观点或引出话题。

第二段：紧紧围绕材料，举出正面事例，阐释论据与论点间的关

系，

进行论证。

第三段：同上。

第四段：举出反例，阐释关系，论证论点。

第五段：同上。

第六段：阐述揭示论点的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