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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5/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8_8A_c64_465826.htm 中考记叙文选文往往是文质兼

美、人文内涵丰富、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或叙事性散文

或小说等)。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考生要做到准确答题，必

须懂得记叙文阅读答题的基本技巧。 一、读懂主旨 快速把握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考生要明白，作者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目

的，往往是在这人物身上体现出自己的思想倾向，而这思想

倾向往往就是作品的中心思想。如2006年上海市中考记叙文

《孩子和书》，主要人物是“女店主”。把握住主要人物的

各种不同的描写，才能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感

情或精神品质。要注意的是，并非笔墨多的人物就一定是主

要人物。有时作者从侧面描写来烘托、勾勒主要人物的形象

，如课文《我的叔叔于勒》中，主要人物不是于勒叔叔，而

是菲利浦夫妇，因为文章揭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

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快速把握情节 所谓情节，“就是表

现人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抓住了

主要情节，就把握住了文章主要的内容。如《孩子和书》中

以人物的思想感情为线索，由“热情招呼不买书的顾客”→

向顾客推荐合适的书→帮助陷入困境的少年→诗人留言示谢

→卖书给孩子们。系列的情节构成事件，刻画了“女店主”

的形象与品质，表达了文章的主题。 快速概括文章内容 能否

用一句话概括全文内容？考生在浏览阅读材料后，要学会能

以最简洁的语句反映出这个材料主要叙述的内容，这样就会

对选文有一个正确的总体印象，以利主题的把握。其方法是



“谁做了什么”。如《孩子和书》，主要讲的是“一个曾经

陷入困境的孩子成为诗人后向当年救过他的女店主感恩”的

内容。考生把握了文章内容后，对完成其他题目会有所帮助

。如该文的第17、18题即是。 二、读懂题意 读懂了阅读材料

后，考生还须读懂题目的意思。它问的是什么？从什么角度

提问的？题目里蕴藏着哪些考点？读懂了题意，才能正确答

题。 审读题干的语言 中考试卷命题者可谓呕心沥血设计题目

，所以题干语是明确的，科学的。考生做题首先要读懂题干

语。下面我们来看《孩子和书》第16题：“⋯⋯用简洁的语

言概括她的‘善良、真诚’在全文中的表现：(1)热情招呼不

买书的顾客；(2)_____；(3)______；(4)”。让我们来理清题

干语的内容：A.“全文”意思是提醒考生根据全文来考虑

；B.“表现”意思要具体回答文中相关具体的内容，不能笼

统或抽象的答题。C.题目要求回答三个表现，那一定是全文

中最为典型的三处；D.题目中出现的第1个答案是为考生提供

了回答问题的角度与基本样式，是示范答案，帮助考生从内

容和形式上理解和答题。所以审读题干的语言，就是要抓住

题目中的关键词。 关注题目的考点 中考记叙文阅读考题仅56

题，涵盖面却很大，考查知识和能力，既有一定的适度，又

讲究梯度。因此，考生如果基础知识扎实，熟悉考点，那么

在考试时就会从题目中看懂考点，根据题目要求准确答题。

如《孩子和书》第17题，“⋯⋯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请说

说理由”，这道题目，既考了比较，又考了省略号的作用，

还考了人物的思想品质。考生如不熟悉中考语文考点，何以

回答？ 留心分值的设置 2006年上海市中考语文总分值为150

分，在题量不变的要求下，命题者势必提高各题分值，所以



注意分值也不失为一个答题的方法。从今年中考记叙文《孩

子和书》的第18题来看，命题者设下一个陷阱：“联系全文

，第15段中‘她心里很高兴，也很欣慰’的原因是”(6分)。

不少考生在这题上失了3分，原因是答题纸上只留了一个空格

，考生误以为只有一个答题点。其实关注分值，我们就不难

发现，该题一空6分，肯定隐含至少两方面内容，否则该题分

值高得离谱了。考生要学会善于识破试题中的干扰素。 三、

解题指导 人物描写 人物描写通常考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

像描写、心理描写。近几年考揣摩人物心理活动题型有上升

趋势。确实，一个行为，一句话，一个神态皆是人物内心情

感的体现，从一个人物的言谈举止，一颦一笑中，便能揣摩

他的内心世界。这就需要考生根据语言环境来准确认识人物

的各种描写。要明白，一个人的心理往往就是他的感情、脾

性、品质，而心理的流露自然要通过他的言行态度来表示。

有的考生不明白肖像描写(外貌与神态)怎能表露人物的品行

，其实，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作者都是刻意的、有目的的。

如《孔乙己》中对孔乙己肖像的描写：“他身材高大(有谋生

的条件)，青白脸色(半饥半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时常遭

受肉体上的摧残)，一把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年岁已大，穷愁

潦倒)”，鲁迅每一处描写都是来揭示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性格

特点。 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包括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

。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一般不会作纯客观的描写，“环境描写

带有作者浓郁的主观色彩”。因此，环境描写一般起到这么

几个作用：(1)往往表现自然条件(氛围)的良好或恶劣；(2)往

往交代故事、人物的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等)；(3)如在

文首，往往为后文的情节、人物作铺垫；(4)往往渲染、烘托



或反衬出一种氛围，(5)为主要人物的形象、为文章的中心思

想服务。 修辞手法 根据《考纲》的规定，中考语文涉及7种

修辞方法。我们知道，每一种修辞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作用。

如比喻，本体与喻体之间要有相似点，异类才能相比，回答

本体的作用时要抓住喻体的特征，结合内容来回答，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武器

”的相似点是什么呢？“武器”的特征是“攻击他人或保护

自己的工具”，由此便明白，本体“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思

想的作用了。再如排比，排比的作用是增强语势，起强调作

用，表达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回答问题不仅要记住这些条

件，更要根据语言环境来作答。增强(什么)语势，强调(什么)

内容，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各种修辞手法作用不同，

考生首先要识记其作用，然后根据文本来回答。 答案语言的

表述要注意准确简洁 记叙文阅读大多数的答案都是以议论或

说明的表达方式为主的，因为这是在剖析事件或人物的“为

什么”，所以，回答问题一要准确，二要完整，三要简洁流

畅，唯有这样，才能把考生的观点表达清楚。千万不能含糊

其辞或简言答之。如“结合文题《穷人的风骨》，说说文章

赞颂了一种________的风骨”，正确答案是：“身处贫困处

境，仍保持着不轻易接受他人施舍的自尊、自爱的风骨。”

这是根据文章内容来揭示主题的答案。有的同学要么过于简

单：“人穷志不穷”，要么去摘录文章中的具体描写，要么

回答似是而非，这就在表情达意上偏离了方向，自然难以得

到满分。 中考语文记叙文知识点众多，其他考点诸如原因、

依据、理由、指代、标题的含义(作用)、词序(段序)、结构、

概括、归纳、比较、质疑的回答方法、记叙文中的抒情议论



等等，往往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

中考记叙文阅读主要考查考生的认读能力、分析能力、理解

能力、鉴赏能力、评价能力、思维能力等综合能力。考生只

有努力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准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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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