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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阅读材料中代词指代的内容 【阅读材料1】 有意境的艺

术形象，必须是独创的艺术形象，▲它①能给读者带来一种

新鲜、独特的美感。如王国维所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

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境界。⋯⋯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

了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言。”这种独特性既来自内

心世界的独特体验，有来自对外部世界的独特发现，▲它②

体现着作家充分发展的个性的个体意识，因而绝不会与别人

雷同。陶渊明笔下的意境常常离不开菊，▲它③是作者恬淡

自然的胸襟的外化；李白笔下的意境往往是酒，它是作者化

胸中块垒为不平之气的催化剂；苏轼笔下的意境，常常带月

，表现出作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与追求；陆游笔下的意境时

时有梅，显示着作者品格的高傲与纯洁。个人各式的意境各

不相同，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泛

》）的朦胧，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

洞庭湖赠张丞相》）的雄阔，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杜甫《登高》）的悲慨，有“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烛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的缠绵等等。 意境

是作家对自我、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创造，但是这种创造不

是靠镂金错采，刻意雕琢得来的，更不能有丝毫的虚假和做

作，▲这是在内容的真实和形式的自然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所

进行的独特创造。王国维在强调“真景物，真感情”的同时

，提出意境的描写必须做到“不隔”。所谓“不隔”，就是



真切自然，如王之涣《登鹳雀楼》，全诗写登楼所见和登楼

者的心情十分真实，语言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所创造的

意境深刻而独特，可谓千古绝唱。 【阅读材料2】 一生中能

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

现，也已经是幸福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

甚至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

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他作为科学家就

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训练

题目】 认真阅读材料，指出加▲的代词在文中指代的内容。

1、“它①”是指 。 2、“它②”是指 。 3、“它③”是指 。

4、“这”是指 。 5、指出加▲的代词“这样”和“这”在文

中指代的内容。 2、揭示目标： ①如何把握阅读材料中代词

指代的内容 二、【解析指南】： 1、自由练习【训练题目】 2

、解析指南： 为了使语言简洁明快，我们说话写文章，常常

要用到一些代词来复指或指代某些内容，如果我们在阅读文

章时，能做到熟悉语境，把握住文章的主要内容，那么，准

确把握阅读材料中代词指代的内容，应该是不难的。 在解答

代词指代内容的题目时，同样要遵循“词不例句，句不离段

，段不离篇”的原则，也就是要弄清上下词、上下句、上下

段的语意及关系。简言之，即要注意结合上下文语境。有的

代词在句中还作了复指成分，或者处在一些结构复杂的单句

和复句中，一般都要对句子进行语法结构分析，辨明代词在

文中的位置，进而推断其指代内容。为了做到表述准确无误

，在拟答案之后，还应放到原文中进行“验算”，在进行必

要的增删调整，使答案的表述既无余赘，也无遗漏。 三、讨



论： 题目答案及做法： 两则材料的五道训练题，都是考察分

析上下句句意和抽取信息的能力。第1题，似乎可以用“独创

的艺术形象”作答。但从上文看，叙述的中心应是“有意境

的艺术形象”；从下文看，王国维的一段话是在阐述“境界

”（意境）和诗人有个性的艺术独创的关系。因此，答案是

：“有意境的艺术形象”更为准确。第2题，直接摘取上句作

答则显得过于繁复，而只摘取“对外部世界的独特发现”则

又不完整，所以应将“既”“又”领起的两个短语综合起来

，表述为“作家对内心世界的独特体验和对外部世界的独特

发现”。第3题与第2题相近，答案应为：“陶渊明笔下的菊

”。第4题从语境看，“这”应是“这种创造”的简约形式，

分析员局的语法结构就更清楚了。原句可简写为“但是这种

创造不是⋯⋯更不能⋯⋯这是⋯⋯”，是一个有一正一反两

个分句构成的并列复句，两个分句的主语应是相同的。再联

系上文，可见“这”应是指“意境的创造”。 第5题，“这

样”所指的是上一段所表述的内容，那么作为科学家的马克

思有何特色呢？即上段“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

至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

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指代的

具体内容，要紧承着“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而来的，若

与“这样”指代同一内容，则不能与上下文恰当的连接起来

，显然，两个词指的是不同的内容。由“在马克思看来，科

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见，它不

仅是科学家，更主要的还是革命家，所以“这”指的是“作

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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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