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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考点分析和专项练习（ 议论文文阅读） 知识精讲 一、找

准议论文的论点 论点是作者看法的完整陈述，或是一个明确

的判断。在形式上应该是个完整的句子。把握文章的论点，

可以说是阅读议论文所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找准了中心论

点，就像把握住了贯串全文的一根红线，就能进一步认识全

文各部分的有机联系。如何辨析和把握文章的中心论点呢？

首先要明确中心论点的真正所指，其次要掌握文章中心论点

的表现形式，弄清这两点，就能准确快速地找到文章的中心

论点。 如何区分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中心论点是相对分论点

而言的。在没有分论点的议论文中，论点与中心论点是一致

的。在有分论点的议论文中，论点与分论点是不一样的。中

心论点起统率分论点的作用，分论点是中心论点的分支，是

为中心论点服务的。 文章中心论点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指示型的，即在文中明确标出中心论点，我们一

眼就能看出来或基本看出来文章的论点是什么。另一种是蕴

含型的，即设有明确所指，表述又不集中，作者的观点蕴含

在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当中。第一种形式，只要明确文中论

点的指示位置就可顺利找到中心论点。论点常出现的位置有

在文题，标题就是论点；在开头，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在文

尾，在前面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最后收篇时得出结论，这

个结论就是文章中心论点；在文中，论点不在开头，也不在

结尾提出，而是在初步展开议论后才提出中心论点。第二种



形式，要仔细阅读，归纳段意、层意，然后从中概括归纳出

文章的中心论点。 二、辨识两类不同的论据 论据只有事实论

据和道理论据（理论论据）两种，事实论据又包括事例和数

据；道理又包括名言警句、谚语格言以及作者的说理分析。

引用有关论述作论据，一般来说多是道理论据，但有时这些

论述包含在某一事例之中，是事实论据的一个组成部分，阅

读时要仔细分辨。在掌握了这些论据的内容范围之后，重要

的是要分析这些论据与论点的关系和论据在证明证点时所起

的作用。 三、掌握常见的论证方法 首先要掌握议论文中常出

现的常用的几种论证方法，再用这些规律去辨认文中的论证

方法，就能分辨出所读文章采用了何种论证方法。分析论证

方法，关键是分析其作用，对论证观点所起的作用，所达到

的效果。 常见的论证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 例证：用确凿、充

分、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 ② 引证：引用马列主义著作中的

精辟见解、名言警句、定理公式等。 ③ 对比论证：用正反两

方面的论点、论据对比，在对比中证明论点。 ④ 喻证：用比

喻的方法论证。如《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夺取全国

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

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

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四、理清议论文的结构 常见的议论

文三段式结构：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

题（结论） 纵式结构一般层层深入分析。如《怀疑与学问》

：提出论点→消极方面论证→积极方面论证。 横式结构一般

并列展开。如《谈骨气》的论证：先提出“我们中国人是有

骨气的”这一中心论点，然后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三方面举例论证。 分析结构要注意： ①



弄明白各段落层次间的内在联系； ② 注意文章中承上启下的

过渡段，过渡句及过渡词语； ③ 理解富有概括力的关键性词

语。 五、体会议论文的语言 议论文的语言特色表现为准确、

鲜明、概括、简洁。分析议论文的语言特色，要从逻辑的角

度分析其用词的准确、严密；从说理的角度分析其叙述的概

括性和简洁性；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其用词的鲜明、生动和感

情的色彩。 语言准确表现为：①概念使用准确。②状语、定

语等修饰成分恰当。语言鲜明表现为表述明确，不模棱两可

，态度明确，爱憎分明。语言概括简洁表现为叙述事实不细

致，较笼统，因议论文目的是以理服人，不宜细致地述说细

节，否则喧宾夺主。语言简练扼要。语言严密表现为判断和

推理严密、语言表达周密、逻辑性强。 为使论点更有说服力

和感染力，议论文有时采用修辞方法或运用口语和一些文言

词语，有时还变换句式，这就使议论文的语言多了一个生动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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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