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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E6_95_A3_

E6_96_87_E9_98_85_E8_c65_106487.htm 近年来，高考散文阅

读中表现手法分析题出现频率较高。因此，教会学生掌握该

类试题的特点及答题方法，对于提高考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

答题准确度意义重大。现将近年来高考中出现的主要几种表

现手法介绍如下。 一、比喻 解题方法：答题信息中若含有喻

体，要将喻体换成本体。改换后的语句不能包含喻体。 例1

：2004年全国高考（广西、海南、西藏、陕西、内蒙古卷）

第19题：文章最后一段关于喝酒的描述和议论，运用了什么

手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6分）来源：www.examda.com 

答案：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将参加社会活动比喻为喝酒，将

过分热衷社会活动而不再创作比喻为酗酒。少喝有益健康（

有益创作），多喝则无益，酗酒则造成“快乐的死亡”（没

有作品发表）。通俗易懂，极富讽刺意味，起到生动形象的

批评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比喻句的理解，解题时把

喻体所指弄清即可。从上文“快乐的死亡确很快乐⋯⋯只是

看不到或很少看到他的作品发表在哪里“以及”我觉得喝酒

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少喝一点可以舒筋活血⋯⋯作家不能当

隐士，适当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可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

，对创作也是有帮助的“等句即可得出答案。 二、比拟 运用

效果：使被描述的人或物特征鲜明、形象可感；使阐述的道

理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使抒发的感情更为强烈，更能引起

读者的情感共鸣。这种手法常和人称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运用

。 例（2000年全国高考第22题）这篇散文中，（1）作者主要



用第二人称写长城，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2）第六段的结

尾改用了第三人称“它”，原因是什么？（4分） 答案：（l

）将长城拟人化，便于与长城对话，便于抒发感情。（2）因

为这句话承接“由是人们发现”而来，写的是“人们”的感

受，而不是作者直接向长城抒怀。 解析：该题第一问要求理

解第二人称在抒情方面的艺术效果。散文中使用第二人称，

可使作者直接与对方倾谈，显得亲切自然。第二问要求理解

人称代词的合理转换使表达更清晰。第六段的结尾改用第三

人称“它”，原因是这句话承接“人们发现”而来，陈述的

对象不再是作者，而是“人们”，写的自然是“人们”的感

受，因此改用第三人称“它”指代长城。 三、对比（衬托手

法的特点与对比相关、相似，为便于掌握，一起介绍） 运用

效果：对比突出事物特征。多方面的对比使内涵更丰富，使

内容更集中突出；衬托烘托出主体事物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用相似的作陪衬叫“正衬”，用相反的作陪衬叫“反衬”

。衬托有主次之分，对比没有主次。 解题方法：在描述主要

事物时，写到其他事物，目的一般都是起对比、反衬、烘托

、补充的作用。 例［2004年全国高考（江苏卷）第20题］（1

）这篇文章写到了哪些方面的对比？（2）结合全文，简要分

析这种写法的好处。（6分） 答案：（1）写了昔日茅屋与今

日杜甫草堂公园的对比，杜甫生前困顿落寞与身后巨大声誉

的对比，杜甫的苦寒人生与辉煌创作成就的对比，杜甫的宏

图大志与现实遭遇的对比，杜甫人生低谷与创作高峰的对比

和杜甫不计个人遭际与心忧天下的对比。（2）通过多方面的

对比，层层深入，使“文章僧命达”的内涵更加丰富，内容

表现更加集中。 四、反复 运用效果：突出某个意思（或主旨



），强调某种感情，增强文章节奏感，使上下文衔接更紧凑

。 例（1998年全国高考卷第29题）“作者在第一自然段和最

后一个自然段中，分别使用了6个‘便字和5个’领取‘，这

样写在表达上有什么好处？（1）反复使用便’字的好处

是______.（2）反复使用‘领取的好处是________。” 答案

：（l）将一个个节气紧凑地衔接起来，强调时光飞逝。（2

）层层铺开，逐步扩大，对点明本文主旨起强化作用。 解释

：这两句都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做这类题，首先要从“语

言形式的表达”上分析，那么第（l）问的内容便是“将一个

个节气紧凑地衔接起来”。第（2）问便是“层层铺开，逐步

扩大”。其次就要分析“表达效果”，第（1）问暗含的意思

是“强调时间的飞逝”，或“强调时间过得太快”；第（2）

问则是“强化主旨”或“强化中心”、“深化主题”。在这

里，“反复”的作用就是强调、突出重点，升华主题。 五、

排比来源：www.examda.com 运用效果：层层推进，增强气势

，加强感情，节奏鲜明，意义递进关系明显。以之说理，可

以把论点阐明得更严密、透彻；以之抒情。可以把情感抒发

得淋漓尽致；以之叙事可以把事物叙述得井然有序；以之写

人，可以把人物刻画得细致深刻。 例（1999年全国高考第24

题F项为判断正误题）“作者善于用排比的手法来增强文章的

气势、说理效果和感染力。” 答案：这一说法正确，本文的

确运用了大量的排比段，如第5、6、8、9、10段，还运用了

排比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