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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5B_E4_B8_9

3_E9_A2_98_E8_BE_85_c65_106558.htm 词、句、段含义与作

用的表达 一、高考主要考点 1、理解重要词语的含义及其表

达效果。 2、理解重要句子的含义及其作用。来源

：www.examda.com 3、理解某些段落的内容与作用。来源

：www.examda.com 4、理解与概括文章的中心意思。 来源

：www.examda.com 二、解析如何理解与表达。 （一）理解重

要词语的含义及其表达效果。 一般情况下，高考试题中测试

的词语含义往往不是词典义，而是在所给语境中的具体含义

。这里的“具体”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①指示代词的含义

和文中临时有指代作用的词语在文中指代的具体内容。②能

辨析文中同义词、近义词的差别。③能够把握词语在本文的

特定语境中临时具有的含义。④能够理解词语在文中的表达

作用。 解答这类题目时，“在文中”即语境是关键所在，词

不离句是理解词语的基本原则。找出的含义一定要代入语境

中进行检验。 所谓语境，它包括“内部语境”与“外部语境

”，所谓内部语境，是指词语本身所在的句子，它对词语的

含义起着限制或解释作用。而“外部语境”，即时间、地点

、对象以及作者的思想、性格、处境、语言风格等主观因素

。 具体来说 关于①：对于具有“指代”特点的词语的理解，

应该先找出该词语所在的具体的语句或者段落，一般应运用

结构分析的方法，理清指代对象的位置和范围，根据语境确

定指代对象和内容，然后可以将答案代入原文，看是否恰当

。 关于②：，则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辨析它们之间的区别



。具体来说，即“六比较”：比较范围的大小、比较词义的

轻重、比较搭配习惯、比较构成成分、比较词性功能、比较

感情色彩与语体色彩。 关于③：要注意词语本身具有的含义

，要能准确理解。同时要注意词语的特殊性：即运用了该词

语的比喻义（要搞清其比喻的对象，即本体）、引申义、双

关义（谐音双关还是语意双关）、象征义（象征的对象是什

么）、反语义、色彩义（褒贬互换）。找出之后，一定要代

入原文中进行检验。 关于④：能够理解词语在文中的表达作

用：注意“四联系”，即联系本词（对本词语的含义进行解

说）、联系本句或者上下文（突出了本句或者上下文的什么

内容）、联系文章的中心（论点）与作者的态度感情、联系

特殊的表达效果（即运用了某种修辞手法的词语） （二）理

解重要句子的含义及其作用。 所谓重要的句子，是指在文中

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性句子。它通常指以下几种语句： （1

）结构比较复杂，意思隐晦的难懂的句子。 （2）使用了特

殊的修辞格、内涵较为丰富的句子等。 （3）揭示文章脉络

层次的句子，即文中段首的总起句、段末的总结句以及过渡

句等； （4）统摄全篇，即人们常说的文眼或者是揭示文章

中心、主旨、观点、情感的句子。 1、关于句子的含义，要

注意以下几点（三注意、三想到）： “三注意”是指首先要

注意从本句入手，看清句子在文中的位置，确定解决问题的

阅读空间。其次要注意分析对本句的语法分析，了解本句的

主干与枝叶成分，尤其要注意枝叶部分。第三要注意本句子

与上下文的句子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句子间的相互关系

有：指代（复指）、总分（分总）、说明、扩展（含阐述、

解说）、比较、呼应等。如果是复句，其一般强调的重点是



后半部分，那么就应该在此处着重揣摩。 “三想到”，一些

句子的含义有时比较深奥，需要想到其特殊性，即“三想到

”：“一想到”是其可能采用了某种修辞手法或者某种表现

手法（如果是比喻，则应该找到本句中的本体，是说明生动

形象的本体的什么特点呢，还是化抽象为具体来说明什么道

理；如果是象征，则应先找出其象征的对象是什么，其含蓄

而形象地显示了对象的什么特点）。“二想到”是其可能在

结构上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总结上文、引起下文、承上启

下）、“三想到”是一些文中的重要语句，有时受文章写作

背景和思想内容的制约，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这时仅靠上

下文难以理解句子的含义，还需结合文章的时代背景、主题

等内容加以理解。 2、关于句子的作用，应该注意从两个方

面来加以思考：思想内容上与结构上。 第一个方面：思想内

容上：①联系本句的含义。②突出（强调）上下文的什么内

容或者揭示段意；③联系（揭示）本文的中心（论点、特征

）与作者的态度、感情。④注意是否运用了某种修辞或者表

现手法，如果运用，一定要注意其表达效果。 例如： （1）

比喻：比喻要贴切，必须有相似点。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越

明显，越突出，比喻就越贴切。比喻的作用就是使深奥的道

理浅显化，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或者具体形象生动地突出本

体的什么特点，从而增强文章的趣味性、生动性。 （2）拟

人：使物具有人的某种情感，便于抒发某种感情。如果在人

称上将物说成“你”等，不仅具有使物具有人的某种情感，

便于抒发某种感情，而且有显得亲切自然的表达效果。 （3

）衬托 ：用相似或相反的事物作陪衬，烘托出主体事物什么

特点或者烘托出所要表达的某种感情。（衬托有主次之分，



对比没有主次之分） （4）对比 用什么与什么相成鲜明的对

比，从而鲜明形象地表现事物（道理）的什么特点，突出作

者对这一事物或者道理的某种感情。 （5）反复：“反复”

的作用就是强调、突出所重复的内容，表达作者什么感情，

升华主题。 （6）象征：象征是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

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或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的

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的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其表达

效果是含蓄而形象地显示了被象征对象的什么特点。 （7）

渲染：是用各种手段对环境、场面、人物、时间等多方面的

重彩浓墨的描写，以突出什么气氛、刻画人物的什么特点、

表现文章的什么主题。 （8）伏笔：在文章的前边将下文要

表现的人物或时间预先作出暗示，然后在相宜之处作呼应，

使什么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合理，使读者感到巧妙有趣。 （9

）照应：即后文对前文写过的内容作补充、加深或者前文对

将要出现的人物或时间预作暗示。作用是前后（首尾）呼应

，使文章的结构更加严密，中心更加突出。 （10）设置悬念

：引起读者对故事发展或者人物命运急切期待，从而引起下

文。 （三）理解概括某些段落的的内容与作用。 第一个方面

：内容上： 1、注意抓中心句与结构句（承上启下句、总结

上文句） 2、以句为单位，分别进行概括与归纳；采用移用

改造法或者分层归纳法进行概括内容，注意采用“对比”“

求同”“求异”等方法，把信息区分开来，然后再把有效信

息加以概括，提炼出所需要的信息。 3、注意表达的语言： 

记叙性语段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何时何地，何对象干了（记

叙）什么事情或者何对象怎么了。 描写性语段的表达方式往

往是：描写了何对象的什么特点或者何对象怎么样，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感情。 议论性语段的表达方式往往是：论证了什

么观点或通过批驳，确立了什么观点。 说明性语段的表达方

式往往是：说明（介绍）了什么对象的什么特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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