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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考点分析和专项练习(修辞、表达、标点符号) 知识精讲 

一、复习策略指导 修辞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

，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例如：“你不觉得

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和“你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

。”前句是反问句，后一句是陈述句，两句话从内容看是一

样的，从语法上看也都对，但联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文，哪一句表达效果更好呢？再比如说，“他的泪很快流

下来”和“他的泪如泉涌”，前句显得比较平淡，后一句是

夸张，虽然泪水不可能像泉水般涌出来，但它给人深刻的印

象。人们在表达思想时，不仅要求语言准确、明白、通顺，

而且要求语言形象、生动，有表现力，有美感，所以我们在

初中阶段要掌握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

问、反问八种修辞方法，能在文中辨认这些修辞方法。注意

理解其含义，掌握其特点，在说话、阅读和写作中以求准确

掌握。了解常见的几种句式（主动句、被动句、肯定句、否

定句、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根据表达的需

要选择相应句式，能使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起到一

定的修辞效果。 要掌握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等

四种文体的知识。对于这部分知识，学生要了解，做到心中

有数，更要注意在阅读和写作中会分析、会辨别、会运用，

摸索出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读法，克服阅读中的盲目

性。同时，也要摸索出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写法，以



及应用文的写法，使自己写文章首先做到规范，写什么像什

么，提高写作训练的效率，在基础知识部分的测试中，关于

文体知识的考查题目常常以判断题型让学生判断正误。 复习

、巩固标点符号知识。正确使用常用标点符号。我们学过的

标点符号共16种。其中标号有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

、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9种；点号有句

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7种。我们口头说

话，不能没有停顿，没有语气。书面写作，也不可缺少标点

符号。标点符号是书面语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来表示停顿

、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 二、修辞方法的判断 1.不要

把有“像”、“好像”的句子都看成比喻句。多数情况下，

“像”、“好像”、“仿佛”表示比喻，但是要注意以下情

况不是比喻： ① 表示比较的：他长得很像他哥哥。 ② 表示

推测、揣度的。如：他刚才好像出去了。 ③ 表示例举。 ④ 

表示想象。 2.借喻和借代的不同。①借喻是比喻的一种，侧

重于“喻”，借喻的喻体和本体是相似的关系，借代的借体

和本体是相关的关系，借体与本体之间没有相似点。 ②借喻

可以换成明喻，借代不能。 三、文体知识复习要点 1.记叙文

。记叙文的要素是指所写的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

、经过和结果。记叙文的人称较多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

人称。记叙文的顺序一般有顺叙、倒叙和插叙。顺叙是按照

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的顺序来写；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

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断提在前边叙述，

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按事情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

；插叙是在叙述中心事件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开展情节或描

写人物，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插入一段与主要事件相关的



内容的叙述方法。记叙文的详略，是对选取的材料进行详略

处理：把能突出中心意思的主要材料详写，对表达中心意思

起一定作用的次要材料略写，使文章主次分明，中心突出。

记叙文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和描写，在记叙文中也常穿插

一些抒情和议论。 2.说明文。说明文要注意说明对象的特征

。对象特征，就是说明文所要说明的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

物的标志。抓住了特征，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为了说明

得更有条理，根据说明的特点，说明文往往采用时间顺序、

空间顺序、罗辑顺序。说明文要根据具体内容、写作目的、

阅读对象来选用恰当的说明方法，常见的有下定义、分类别

、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列数字、画图表等，同学们要

学会鉴别这几种不同的说明方法。  3.议论文。议论文的论点

是作者对所论述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是议论文的灵魂。议论

文的论据是作者阐述或论证论点的根据。要让别人赞同自己

的论点，作者就得拿事实和道理作为根据来证明它的正确性

。论据和论点的关系是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议论文的论证

方法，主要有例证法、引证法、对比论证法、比喻论证法。

反驳有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议论文的论证方式，有立

论和驳论这两种，分析议论文的论证过程时，要注意分析句

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4.应用文。要理解每种应用文的

用途，做到注重实用性，用语恰当，格式正确。 四、语言表

达的要求 语言的实际运用要求简明、连贯、得体。简明，就

是要简要、明白，就是准确地把握事物的主要脉络，而且尽

量去掉多余的话，使用语言要力避嗦重复。语言连贯，是指

句子与句子之间连接要自然、合理、严密。语言得体，是指

说话写文章要看对象（身份、职业、文化修养等）、讲究说



话方式（直言或婉言）、适合语境（上下文限制）、讲究分

寸、注意场合（如喜庆与忧伤、严肃与随便等不同的场合）

和文体特点（如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等。 五、标点符号

的运用 1.标点符号的位置。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

、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

行末放不下时，可把字与点号挨紧些，放在一行的最后一格

。 2.破折号和省略号都占两格的位置，中间不能断开，都标

在正中。连接号占一个字位置，着重号标在字的下面，而间

隔号写在格的正中。 3.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半不出现

在一行之末，后一半不出现在一行之首。 4.冒号“三不用”

。 ① 引语不是原话，南昌是转述时不用冒号。 ② 引语断为

前后两处，中间“⋯⋯说”后面用逗号，不用冒号。 ③ “⋯

⋯说”在引语的后边，用句号，不用冒号。 5.问号“两不用

”。 ① 虽有疑问词“什么”、“怎样”、“谁”、“哪里”

等，却不表示疑问，表示陈述语气时，不用问号。如：他什

么也不会干。 ② 肯定和否定连用的句式不表疑问语气时，句

末不用问号。如：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来。 6.句号、问号

、感叹号，这三种符号都用在句子末尾，表示句终的停顿，

但它们表示的语气不同。在平时阅读时要注意结合语境理解

标点符号的用法和作用；在写作训练时也要注意正确地使用

标点符号。平时注意掌握并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是考试时能

正确解答有关标点符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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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