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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AF_AD_E6_c64_285000.htm 语言的灵活运用，

是中考语文的必考题目之一，像仿句、扩写(改写)、提炼一

句话新闻等都属于此类题，题目不大，分值不小。但是就因

为它的灵活，令许多学生头疼，平常练的题目不少，可就是

找不到这类题的规律性，做的时候摸不着头脑，只能靠运气

，失分的现象十分严重。其实，只要能找到这一类题的规律

所在，遇到这一类题时，就能够做得得心应手。下面，就常

见的三种类型做一分析： 一、仿句 仿句分填空式仿句和续写

式仿写，不管是哪种仿写其实它们的解题步骤是大同小异的

。 首先，我总结了三句口诀，即：先“形似”，再“神似”

，注意修饰要恰当 所谓形似，就是要求格式要和原句保持基

本一致，包括结构、修辞、关联词，使写出来的句子与原句

保持大体一致。这是最初的一步，大多数学生都能做到。 第

二步，就是要神似，即中心、语境与例句相契合，且做到思

想健康。这是学生能使判卷老师眼前一亮的一个关键点。 例

如说，同样仿写“老师像蜡烛，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

有的同学仿写的内容就让人哭笑不得，如：老师像面包，喂

饱了别人消耗了自己；老师像煤球，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别人

。单就形似来讲，达到了要求，可是，若是细细一推敲，远

远没达到神似的要求，成了四不像的答案。所以，一定要认

真审题，反复多读，把握住原句的精髓才能仿出精彩的句子

。 最后一步，其实是对已经写完的答案的一个检查过程，最

后再读读自己仿写的句子，与原句做一下对照，看是否符合



了题目的要求。 二、一句话新闻 当题目涉及新闻时，无外乎

给新闻找(补)导语，给新闻拟标题，或者是找出新闻的主要

信息。不管是什么题型，我们首先要找到这则新闻主要传达

给我们的是什么，再进行下一步的活动。在这里，我们把它

分成几种情况： 1、要素提炼法：当新闻相对比较简单，只

有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分析记叙文的办法，找一下

这则新闻的要素。 口诀是：提要素， 调语序，注意语言要通

顺 提取出各个要素之后，要把要素之间的关系理顺，调整语

序使之成为一句通顺的话。 例：浙江省永嘉县潘宅村地处偏

远山区，居住着400户人家。村里的街道一直没装路灯，每到

夜晚就漆黑一团，人们过街要自备灯火，十分不便。去年底

，这个村的老太太吴三凤70大寿，六个儿女要为她摆宴祝寿

，可老太太提出要把做寿的钱省下来办公益事。后来，全家

决定捐10万元给村里装路灯。现在街道两旁的100多盏照明灯

全都亮了。 提要素 地点：浙江省永嘉县潘宅村 人物：老人(

太太)吴三凤 时间：去年底 事件：要把做寿的钱省下来办公

益事，给村里装路灯。 再适当组织一下语序，就能得到很准

确的答案了。 2、保留主干法：新闻所呈现的信息点很多，

这就要求对新闻中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筛选，判断出最重要的

信息。 口诀是：找信息，抓重点，去掉旁枝留主干 例、根据

下面的信息，拟一条一句话新闻。(不超过20字) 第三套人民

币自1962年4月20日陆续发行以来，共发行了13个品种，已在

市场上流通了37年。部分券别因改变图案、冠字号码及颜色

等印刷工艺，70年代已实行只收不付。目前该套人民币仅占

整个市场流通量的1.4%，基本上只作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品

。 随着第五套人民币的陆续发行，市场流通中人民币版别、



券别过多，如果加上第二套人民币中的分币，已经形成第二

、三、四、五套人民币多版流通的状况。为了调整人民币类

别种类，便于流通使用，减轻商业银行分版清分票币的工作

量，中国人民银行于近日发布公告，第三套人民币自2000年1

月1日至6月30日在商业银行网点限制办理兑换。 先找一下新

闻中所呈现给我们的信息：⑴第三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情况

⑵我国市场上人民币多半流通情况严重⑶经过分析可知，第

一点、第二点信息是为了第三点信息做铺垫，这样自然得出

最重要的信息点是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将于2000年7月1日起，

停止在市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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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