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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体 知识

一、 记叙文

1．特点 ：以记叙、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以写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要内容。

2．分类 ：侧重写人的记叙文，以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理描写为主侧重记事的记叙文，以叙
事情的发生、发展、经过和结果为重点侧重绘景的记叙文，以描绘景物寄托情怀为主侧重状物的记叙
，以状物为主，借象征抒怀的记叙文。

3.六要素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4.表达方式 :

（1）种类 ：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

记叙文中一般都要综合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而叙述和描写是不可以缺少的。（2）正确辨别
：

A. 描写 ：是对事物、事件和环境所作的绘声绘色、细致入微的描绘与刻画。

从对象分：  人物描写 、 环境描写 、 场 面描写

人物描写方法 ：肖像(外貌、神态、衣着)心理语言*动作”描写；

细节描写（对某些细小的举止、行为或细微的事件、细小的景物片断作仔细的描绘）

环境描写 分为自然 环境描写和社会 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 描写的作用：衬托人物的心情；渲染或创设一种氛围；交代季节、时令等；推动故事情节的
展（为下文作铺垫）。

社会环境 描写的作用是为了交代人物性格形成和故事发生的时代大背景。b. 从描写角度（方式） 分：
、 正面描写 、 侧面描 写（也叫直接或间接描写）

B. 记叙 ：主要交代事实，把人物和事件概括介绍给读者和写出人物活动、发展、变化过程。

C. 抒情 ：在记叙的基础上抒发作者难以抑制的感情。

直接抒情、间接抒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寓情于景等）

D. 议论 ：在记叙描写的基础上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

E ．说明 ：是记叙的一种补充，用来解释记叙文中需要加以说明的部分。(3) 体会不同表达方式 在文
的作用：

叙述 是为了交代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的前因后果描写 是为了生动表现人物或交代背景和
托人物心情

抒情 是更好的表达作者的感情，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议论 能起到点明主题的作用

5 ．线 索：

线索，就是贯穿整篇文章的情节发展和思想感情发展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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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形式 ： 物线、事线、人线、感情线、时间线、地点线、见闻线。

技巧 ：注意题目、文中多次出现的字眼、议论抒情的句子。

作用 ：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一起，使文章条理清楚、层次清晰。

6 ．记叙的人称：

第一人称“我”,好处是亲切自然，真实可信

第三人称“他”，好处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从更多的方面自由地叙述。

7. 记叙顺序及作用：

（1）、顺叙 （按事情发展先后顺序）

作用 ：叙事有头有尾，条理清晰，读起来脉络清楚、印象深刻。

（2）、倒叙 （先写结果，再交待前面发生的事。）

作用 ：造成悬念、吸引读者；避免叙述的平板单调，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3）、插叙 （叙事时中断线索，插入相关的另一件事。）

作用：对情节起补充、衬托作用；丰富形象；突出中心。

（4）、补叙 （略）

如何区别倒 叙和插叙？

所谓倒叙 ，就是把事情的结局或后来发生的某件突出的事情提前到前边来写，然后按顺叙的方法叙述
件。所谓插叙 ，是指在叙述过程中，由于某种需要，暂时中断原来的叙述，而插进有关的另一件事情
叙述，即在一件事情的叙述经过中穿插进另一件事情。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 ：插叙不属于叙述线索，插叙的内容一般只是一个片段，不是情节的主要环节；倒
则属于主要叙述线索，内容是事件的结构或主干情节中某个最突出、最精彩的部分。

8 ．修辞方 法及作用 常见的几种 修辞：

（1）比喻：形象生动、简洁凝练地描写事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

（2）拟人：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化，从而达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3）夸张：突出特征，揭示本质，给读者以鲜明而强烈的印象。

（4）排比：条理清晰，节奏鲜明；增强语势，长于抒情。

（5）对偶：形式整齐，音韵和谐；内容凝练集中，概括力强 。

（6）反复：强调某种意思，强烈抒情，富有感染力；突出人物性格。

（7）设问：自问自答，引人注意，启发思考。

（8）反问：态度鲜明，加强语气，强烈抒情。注：必须结合相关语句分析。

其他修辞：借喻、借代、顶真、通感、呼告、反语、引用、双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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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记叙中 心和详略：

详略得当，能有效地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更好地表达中心。

二、 说明文

1、特点 ：说明文是客观地说明事物的一种文体，目的在于给人以知识，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
识性和科学性 是主要特点。

2 、分 类：

（1）从内容 上分：事物 说明文和事理 说明文。

（2）从语言表达方式 上分：平实 说明文和科学小品 （文艺性说明文）。

3 、说明顺序：时间 （包括程序顺序）、空间和逻辑 。逻辑顺序可分为：从现象到本质，从原因到
果，从概括到具体，从主要到次要，从特点到用途、从部分到整体等。

4、说明文的结构 ：并列式、递进式、总——分——总，总——分，分——总。

5 、常见的说明方法及作用；

（1）．分类别 ：把事物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说明，条理清晰，有条不紊，使说明的内容眉目清楚，
免重复交叉的现象，突出强调地说明了事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事物特征）。

（2）．下定义 ：运用科学准确的语言对被定义概念作简明扼要周全严密的规定，揭示了事物的本质
性，多用于介绍科学知识，使读者对概念有确切的了解。

（3）．作比较 ：用人们熟知的事物与所要说明的事物作比较，从而更具体深刻的突出强调说明被说
事物的特征。（横比和纵比）

（4）．举例子 ：举有代表性的例子更具体地说明事物某方面的特征，增强说服力。

（5）．打比方 ：运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化复杂的科学道理简单化
化抽象为具体，易于理解接受。

（6）．列数字 ：运用准确的科学数据具体地说明事物..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体现了说明文语
的准确性，易于读者接受。

（7）．画图表 ：运用图表辅助文字说明，条理清晰地说明事物..的特征，具体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
别，使读者一目了然，非常直观地理解被说明的事物。

（8）．引资料 ：能使说明的内容更具体、更充实。引用神话故事等，形象地说明事物..的特征，增强
物的神秘色彩，增强说明的情趣性，权威性。

6 、语言特点：准确 、简明

有的是讲究语言平实，有的讲究语言生动，但不论是平实还是生动，都要求准确、简明。

体现在三个方面：

（1 ）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 、对知识表达要科学、严密，表时间、空间、范围、程度、特征、性质
程序等都要准确无误。

（ 2 ）要注意运用好表示修饰、限制等作用的词语 。例如：基本上、大约、左右、一般、大多数、
少、通常情况下等词语。（这些词语能否去掉？不能，先结合语境解释，再说明体现了语言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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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语言要言简意赅、明白 晓畅。

三、 议论文

1 ．特点：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以理服人。

2 ．议论文 的三要素：

论点 ——对所论述的问题所持的观点、态度。论点有中心论点、分论点两种，有的议论文只有中心
点，有的议论文中心论点、分论点均有。解决“需要证明什么”。

论据 ——对论点进行论证的材料、依据。解决“用什么来证明”。

论据有事实论据（代表性的确凿的事例与史实、统计的数字等）；

道理论据（自然科学的定义、定理，名言警句，俗语谚语等）

论证 ——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解决“怎样证明”。

3 、议论文的 论证方式：

立论 ——从正面论述其观点、说明其观点的正确。

驳论 ——批驳错误观点，然后确立其正确观点。

反****驳 的方法有：驳论点、驳论证、驳论据

4 、议论文的结构：

引论 ——开头部分，提出问题。

本论 ——主体部分，分析问题。

结论 ——结尾部分，解决问题。

论证（具体） 结构：

并列式（横式 ）——文章的层次、段落之间、论据之间是平行的，并重的（包括先总后分、先分后
、先总再分后总）。

层进式（纵式） ——论述的层次一层比一层推进、深入。

5 、论证的方 法：

例证法 ——运用典型事例说明论点。

引证法 ——引用经典或名言、谚语等证明论点喻证法 ——借助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论点。

对比法 ——用反向事例或事理对比说明论点。

6 、语言特点： 准确性、鲜明性、概括性、生动性。

四、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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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点 ：形散神不散 是散文最主要的特色。

“形散”是指散文选材广泛，结构灵活，内容丰富。“神不散”是指散文自始自终紧扣一个中心，有
明的主题，材料组织井然有序。

2 ．散 文分类

散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散文，是指诗词以外的散体文章；狭义散文，则专指同诗歌、小说、戏
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这里所要谈的是狭义散文。

根据表达方式侧重点不同，一般把狭义散文 分作记叙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三类。

记叙散文 ：以记人、叙事、状物、写景为主的散文。在这类散文中，有的着重是记写、

刻画人物，以人物为全篇的中心。例如朱德同志的《母亲的回忆》、鲁迅的《藤野先生》。它虽然也
以写人物为主，但与小说的区别是明显的。它们不像小说那样多方面地、细致地刻画人物，也不讲求
事情节的完整和曲折。这类散文，还有的侧重是记写一定的风物、

场景。作者对它们不是纯客观的描述，而是将外物与内情融合起来，以表达一定的思想、抒发一定的
情。

抒情散文 ：以抒发感情为主的散文，它主要是抒发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激情和意愿。抒情散文抒
的是怎样的感情，如何抒发，都与文章揭示的思想意义是否深广有极大的关系。例如茅盾的《白杨礼
》中炽热的情感，就是当时生活、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革命者的共同感情。作品既表达了对坚持
战的中国共产党、抗日军民的热烈拥护和热情赞颂；又表达了作者对国民党顽固、倒退派的强烈憎恨
抒情散文的“情”不是虚的、空的，而是有所依据的。即是说，总有一定的人物、事件或景物作为文
抒写的对象，通过对它们的记叙或描写，达到托物言志、寓情于物、借景抒情的目的。

议论散文 ：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它说理，往往借助于事例的简述，形象的描绘和感情的抒发来进行，
学色彩很浓。它同一般议论文一样，要求观点鲜明、概念准确、说理充分、层次明晰、以理服人。但
，它不需要逻辑推理，严密论证。常见的文学性很强的随笔、杂感等短小精悍的文章，皆属此类；作
常常借助于对古今故事、花鸟草虫等具体事物的描叙来说理，显得妙趣横生并富于感情。

3.散文阅读一般方法 ：

（1）要理出作品选择了哪些材料，中心思想是什么。

（2）看“形”和“神”的“结合点”是什么，也就是要抓住散文的线索。

（3）看作者组织材料的顺序，选择了怎样的角度。

（4）品味散文的语言。

五、 小说

1．特点 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

2. 三要素 ①、完整的故事情节 ②、生动的人物形象 ③、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情节可分为：（序幕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尾声) ｝

人物 ①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塑造人物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可以某一真人为模特儿，
合其他人的一些事迹，也可杂取许多人的特点合为一个典型人物；小说中的“我”不等于作者本人。

②塑造人物的手段：描写人物外貌、心理、语言、行动；可以概括介绍或具体描绘；可以正面着笔或
面烘托；在文中可适当插入议论或抒情；细节描写或白描手法（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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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情节 ①故事情节的作用：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中心思想

②故事情节的来源：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完整、更有代表性）

③故事情节的过程：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时前面有序幕，后面有尾声

环境 ①环境描写的作用：人物活动的天地，人物思想性格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②环境描写的种类：
会环境：揭示时代背景

自然环境：内容—地点、时间、季节、气候及景物作用—表现人物身份、地位、行动、心情，渲染气氛

③对环境描写的要求：要典型

3. 分类： 长篇、中篇、短篇、小小说（微型小说）

短篇 短 简单：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 较少：有的写的是一个人的大半生或一生的典型生活片段

长篇 长 复杂：表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某些人物的一生事迹，叙述几代人的生活历程

中篇 介于长、短篇之间 比短篇复杂、广泛，比长篇简单 较多主人公的判定:着墨的多少；与主题的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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