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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0_83_E4_BD_9C_E6_c64_644400.htm 知识要点：1、说明

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来介绍说明客观事物或事理的文

体。2、说明文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多种多样的分类方法

。按照不同的构成成分，可以分为简单说明文和复杂说明文

；按照不同的写作目的，可以分为介绍性说明文、记述性说

明文和阐释性说明文；按照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分为科学

性说明文和文艺性说明文；而按照不同的说明对象，又可以

分为说明事物和说明事理两类。3、所谓"事物"，就是客观存

在的实体，包括人、事、物。向读者介绍一个人（包括自己

）、一个集体、介绍一种程序、一种现象、一种物体，都属

于这种类型的说明文。4、所谓"事理"，就是与事物有关的某

种道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常常

不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认识，而要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委，

这就需要作事理的说明。 考试说明：说明文的运用范围相当

广泛，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无论交流思想、介

绍情况，常常要用到说明文。这里着重谈谈普通说明文的写

法。 1、必须抓住特征 所谓特征，就是指事物所具有的独特

的地方。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特征，这也是它区别于其它事

物的主要标志。要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必须抓住事

物的特征。《活板》介绍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就当时说："活

板"这种印刷术的主要特征是"活"。因而文章在介绍中自始至

终抓住了这个特征，把活板的印刷历史、制作方法和使用方

法，介绍得十分清楚，使读者有了确切的了解。能不能抓住



事物的特征，主要取决于作者对事物有没有细致的观察和深

入的研究。这就要求在寻找事物的特征时，要注意两点：一

是要对该事物进行仔细、深刻的观察；二是要进行认真比较

，只有比较，才容易发现事物独特的一面。例如《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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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