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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6/2021_2022__E6_8C_87_

E7_82_B9_EF_BC_9A_E4_c64_156783.htm 说明文是客观地说明

事物的一种文体，目的在于给人以知识，或说明事物的状态

、性质、功能的特征，或阐述事理。 掌握说明文的文体知识

： （一）、把握说明对象，分清说明对象是事物还是事理。 

明确被说明事物的特征：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 （二

）、为了说明事物特征或说明事理，需要采用恰当的说明方

法。 常见的说明方法有：分类别、举事例、打比方、列数字

、作比较、下定义、作诠释、摹状貌、画图表等。阅读说明

文，了解说明文采用的说明方法，一要看用怎样的说明方法

，说明什么对象，适应怎样的生活需要；二要看所用的说明

方法是通过怎样的语言形式表达的。 掌握几种常见的说明方

法，会分析在文中的作用： 1.分类别：使说明的内容眉目清

楚，避免重复交叉的现象。 2.下定义：使读者对概念有确切

的了解。 3.作比较：用人们熟知的与所要说明的事物作比较

，从而突出被说明事物的特征。 4.举例子：可使读者对说明

对象的特征获得具体认识。 5.打比方：可达到形象地说明事

物的作用。 6.列数字：可以准确地说明事物。 7.配图表：使

读者一目了然，非常直观地理解被说明的事物。 8.引资料：

能使说明的内容更具体、更充实。 （三）、说明要有顺序，

这是使说明内容条理化的必要条件。 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

间顺序（程序顺序是时间顺序的一种）、空间顺序、逻辑顺

序。说明文的顺序，根据说明的目的和对象，可以以一种顺

序为主，兼用其他顺序。 （四）、说明文的阅读还要注意结



构。 说明文的结构常见的形式有：“总（概说）分（具体）

”式、“总分总”式、“分总”式、并列式、递进式等。 

（3）、借助逻辑知识 科技说明文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借助

逻辑常识，可帮助我们理解文意。 ①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②掌握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之间一般有如下关系：统一

关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矛盾关系、反对关系； ③弄清

概念的限制和概括。 （3）借助语法知识 以现代汉语语法为

依据，来解答阅读的实际问题，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汉语

语法中讲到的语意的轻重、使用范围的大小、搭配是否恰当

、感情色彩是否合乎要求等等，都可以用来辅助阅读。 说明

文的阅读考点和方法 说明文的阅读，从全国各地的中考试题

看，所选文章以课外为主；内容更关心环境保护、高科技或

身边的人文环境。题型由主观题占主导地位，其中开放性试

题已占一席之地，并有扩大的趋势。所谓“开放”是指解题

思路和试题答案的多元化，只要言之成理就行，以鼓励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探究精神。在训练理解能力的同时，训练表达

能力，对答案的表述不能只靠一个符号或一个词语来完成，

要写成一句或一段完整的话。如2000年湖北省恩施州中考试

题的说明语段是《西部地区》，其中的第5题是“你从第二段

获取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在西部大开发中，你认为恩施州最

具开发价值的资源有哪些？”在答题的同时，一方面训练学

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学生为本地建设出谋

划策，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这个开放性试题出得非常有

新意。 说明文的阅读，要明确有关的知识点，把握其文体特

征。 一、说明文的概念：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

一种文体，或介绍事物的状态、性质、功能；或阐明事理，



目的是给人以知识。 二、说明文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

说明文可分不同的类别。 1.通常，依据说明对象与说明目的

的不同，把说明文分为事物说明文和事理说明文两大类。说

明对象是具体事物，说明目的是使读者了解、认识这个或这

类事物的特征，我们称之为事物说明文，如《松鼠》、《中

国石拱桥》等；说明对象是某个抽象事理，说明目的是使读

者明白这个事理，我们称之为事理说明文，如《死海不死》

、《向沙漠进军》等。其实，在一篇说明文中，介绍事物与

阐释事理往往是交错使用的。 2.我们还根据说明语言的不同

特色，表达方式的使用情况的不同，把说明文分为平实的说

明文和生动的说明文两种。生动的说明文又叫文艺性说明文

。 三、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所谓特征是这一事物区别于其

他事物的标志。只有抓住特征才能说明白这一事物或事理的

独特之处。 四、说明的方法：为了把事物特征说清楚，或者

把事理阐释明白，就要使用恰当的说明方法。常用的说明方

法有如下9种。 1.举例子：为了说明事物的情况或事理有时光

从道理上讲，人们不太理解，这就需要举些既通俗易懂又有

代表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如（中国石拱桥）把古代的赵州

桥和卢沟桥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对我国建设石拱桥历史

的悠久、成就的杰出作了说明。 2.分类别：要说明事物的特

征或事理，从单方面往往不容易说清楚，可以根据形状、性

质、成因、功能等方面的异同，把事物或事理按一定的标准

分成若干类，然后依照类别，逐一加以说明。如《向沙漠进

军》一文将沙漠进攻的方式分成“游击战”和“阵地战”两

类。 3.列数据：数字是从数量上说明事物特征或事理的最精

确、最科学、最又说服力的依据。如《死海不死》一文用大



量的数字说明死海之所以浮力大的原因，非常清晰。rm.r 4.作

比较：为了把事物或事理说得通俗易懂，有时可以从人们已

有的感性知识出发，利用人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或事理作比

较，从而唤起读者的想象，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如《人类

的语言》一文将鹦鹉、猩猩的“语言”与“人类的语言”作

比较，得出“只有人类才有真正的语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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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