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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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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三匹马的姿

态：前面的一匹黑马：“三蹄腾空，回首后顾，神态略显紧

张”；中间的一匹白马：“体态轻盈，前两蹄蹬着地面，后

两蹄蹬着两块玉石，奋起若飞奔状，尾巴好似一团白云浮在

空中”；最后的一匹黑马：“嘴唇紧闭，把头高高地昂起，

四蹄蹬在玉板上⋯⋯脖子上的鬃毛一律竖起”。三匹奔马，

各有各的特点。作者正是通过观察、比较，抓住了它们的特

征，才写出了这篇成功之作。 说明事物表面上的特征，只能

是读者对事物外部的特征获得印象；说明事物本质的特征才

能是读者进一步获得比较深刻的认识。如《向沙漠进军》一

文，在说明沙漠危害人类之后，接着根据沙漠的特点指出：

它逞强施威的“武器”是“风”和“沙”，“进攻的方式”

是风沙袭击和沙丘移动。我们采取的抵御办法是“培育防护

林”和“植林种草”。但这只是守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文章接着指出，“征服沙漠的主要武器是水”，有了充

足的水源，向沙漠进军就会取得彻底胜利。这就指出了“风

沙”、“植林种草”和“水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

说明了征服沙漠的本质问题。可是，为什么过去人类长期受

害，却没有能征服沙漠呢？这是因为人类征服沙漠的远大理

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进一步从社

会方面说明了问题的本质。说明文只有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才能使读者对事物获得比较深刻的认识。 2、合理安排顺



序 事物大多是具有复杂性的，必须从多方面去介绍，才能讲

清楚它的特征。依据事物本身固有的条理，是将说明文写得

条理清楚的根本保证。事物本身固有的条理顺序，一般说来

，有以下几种： （1）空间顺序。是指按照物品的空间方位

进行说明。或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或由内到外，由外到内

；或由上到下，由下到上；或由前到后，由后到前等等。说

明物品的形状、构造，一般采用这种顺序。《玉雕》，由前

到后，一一介绍三匹马的姿态，用的就是空间顺序。 （2）

时间顺序。是指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进行说明，先发生的先

说，后发生的后说。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往往采用这

种顺序。如《看云识天气》中有一段描写天气的变化，由晴

转阴，由阴转雨（雪）有时间先后的顺序，天空的云随着这

个时间的推移，也变化着不同的形态：卷云卷层云雨层云。

就是按时间先后的顺序写的。 （3）逻辑顺序。是指按照事

物内部的联系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来安排说明的顺序。由

整体到部分，由主要到次要，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具体

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等，因此，说明文作者在考虑文章思

路时也必须符合这些认识规律，才能使自己的文章正确地反

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同时又能适应读者的接受能

力和欣赏习惯。如《大自然的语言》说明物候现象来临的因

素，共写了三段：第一段说，“首先是纬度”，第二段指出

，“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第二个因素”，第三段指出，“

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这个层次顺序的安

排，就是由主次决定的。 以上说的是三种较为常见的说明顺

序。应当指出的是，不要把这三种安排顺序的方法看成固定

的格式。事物是千变万化的，人们的认识是多角度的，说明



的顺序经常随着说明对象的改变而改变，是允许的，也是正

常的。总之，说明事物要做到“言之有序”，文章才能脉络

分明，层次清楚，使读者一目了然。 3、选择说明方法 说明

事物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 （1）下定义。用简明的语言

指出被说明对象的本质特征，把那些容易与之相混的对象同

它区别开来，叫下定义。如“统筹方法，是一种安排工作进

程的数学方法”。 （2）分类别。把被说明对象按一定的标

准分成不同的类别，一类一类地加以说明，叫分类别。如《

食物从何处来》把生物获得食物的途径和方法划分为“自养

”和“异养”两类，然后分别说明。 （3）举例子。举出实

例进行说明，使内容具体化，叫举例子。《中国石拱桥》通

过介绍赵州桥和芦沟桥，使人们具体了解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用的就是举例子的说明方法。 （4）列数字。用准确的数

据说明事物的某些方面，这种方法叫列数字。如“笔全长13.5

厘米，笔身约占3/5，笔帽约占2/5。顶端的活动小枢纽能自由

伸出和缩进，像个乌**，长0.7厘米，笔挂长3.9厘米。”（《

我的圆珠笔》） （5）作比较。就是通过比较说明事物和事

理。例如《苏州园林》中，用苏州园林建筑的不对称与我国

古代宫殿和近代的一般住房的对称进行比较，突出苏州园林

的自然之美。 （6）打比方。利用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

作比较以突出事物之间的性状特点，增强说明的形象性和生

动性的说明方法叫打比方。“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

。”形象准确地说明了石拱桥的外形特征，这句话就用了打

比方的说明方法。 （7）画图表。有时，单用文字说明难以

做到明确、具体，这时就可以用画图列表的方式加以补充，

这种方法叫画图表。《统筹方法》一文就用了这种说明方法



。 （8）引资料。资料的范围很广，可以是经典著作，名家

名言，公式定律，典故谚语等。 我们怎样选择说明方法呢？

这要根据自己的文章而定，因为运用一些说明方法的目的，

是为了更正确地说明事物。 4、语言描述准确 说明文的语言

，和其它文体一样，都讲究用词准确，表述明白，这是写好

各类文体章的基本要求。但是，说明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对文章的语言又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说明文是以介绍知识

为主的一种文体，无论是解说事物，还是阐明事理，都必须

讲究科学性，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说清它

们各自的特点和本质，既不允许虚构夸大，哗众取宠，也不

允许艰深晦涩，佶屈聱牙。这样，说明文的语言就应该简洁

明了，质朴无华，也就是语言要“平实”。 不过，讲究平实

，并不等于推崇呆板。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例话》中所

说：“说明文不一定就是板起面孔来说话，说明文也未尝不

可以带一点风趣。”为了将事物解说清楚，将事理剖析明白

，说明文的语言可以形象些；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说明需要

，增强文章的可读性，说明文的语言也可以活泼些。说明文

的语言可以做到“平实”与“生动”的和谐统一。 语言的平

实与生动，主要通过语言的运用来体现。不同色彩的词语，

不同特点的句式，不同形式的修辞，都可以形成不同的语言

风格。除此以外，表达方式的选择，说明方法的运用，乃至

结构形式的安排，对文章风格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 [131] 我

们的校园 导思：这是一篇说明学校整体结构和布局的说明文

，重点是交代清楚校内各建筑物及其他事物的准确方位。 1

、要说清楚方位，必须有合理的说明顺序。可以选择一个观

察点，由远处作整体、概括介绍。接着由远而近，变换立足



点。进入校门后（或楼门），或由东至西，或自下而上，或

从外至里，对校园情况作有序说明。 2、在介绍中要特别注

意有点有面，详略得当。一方面对能够体现校园特点的每一

组成部分都要介绍到；另一方面又要有重点介绍（如本班教

室）。一方面给读者展现出明晰的整体校园结构图，另一方

面又对校园独特的地方有深刻的印象。 3、本文如能配以图

表说明，效果更佳。 [132] 向你推荐 （书刊、影视作品） 导

思：这是一篇概述性说明文，目的是让没有读过或看过作品

的人对作品有所了解。 1、先介绍清楚有关作品的情况，诸

如作者（导演、演员）、出版（出品）年月、出版社（制片

厂）等等。 2、再是对有关作品内容的分析、评价，诸如思

想内容、艺术形式的优劣、成功或失误，同社会的联系及影

响等。 [133] 中国的钱币 导思：本文应以时间为序，介绍中

国钱币的发展历史。 1、文章可从中国最早的钱币贝壳入手

，接着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不同形状的钱币，然后介绍秦

统一中国后的通用圆形方孔钱即“通宝”。这里应该详写，

因为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流传了将近2000年，成为中国钱币

的主要形式，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同时还应补叙其

制作工艺。 2、接着可介绍与“通宝”同时流通的“金银锭

”和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样文章眉目清楚，结构井

然有序，读者可比较明确和准确地获得古钱币的有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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