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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部分 现代文阅读技巧指导
一、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
（一）命题解析
考查主要内容：①体现作者立场观点的词语；②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词语；③反映文章
深层内容的词语；④对文章结构起照应连接作用的词语；⑤有比喻、借代、反语等意义
的特殊词语；⑥受上下文语意制约的“临时义”。命题形式：用自己或文中的话对某一
词语做出解释。
（二）解题基本思路
1. 结合词语的本义进行解答。命题者往往抓住与词语本义不尽相同但又有所关联的意义
来进行命题，这样就需要我们对词语的本义有所了解。了解了本义，就抓住了实质，再
结合语境，看看作者使用的临时意义。如“例题详解”例1中的“吞咽”，例2
中的“体无完肤”，例3 中的“似乎”，都具有这个特点。
2. 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理解词语的隐含意义。作为文章的语言材料，每一个词语都与
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论证的道理、说明的事物密不可分。所以，阅读时必须透过词语
的表面意义，结合作者的感情脉络、论证逻辑等具体的语言环境，深刻体味、理解作者
的遣词用意。做到依主旨释词，依情感释词，依结构释词。
3. 联系上下文推断多义词在文中的特殊含义。现代文阅读中多义词的含义，是指在特定
语境中生成的含义，与一词多义不同，它的含义是不固定的，脱离了这个语境，这个含
义就不存在。因而，要分析其在文中的含义，必须把握它所处的具体的语言环境，然后
再推断、确定词语在文中的不同含义。语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语境是指对语言影
响最直接的现实语境，如字、词、句、段等；广义语境除现实语境外，还包括在一定时
代、社会条件下书面语交际的时间、场合、对象和话题的社会语境以及由作者和读者的
文化修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语言风格、方言基础等构成的个人语境。一般的命题
不会涉及广义语境。
4. 结合文章所用的修辞进行解答。在解释重要的词语这个知识点里，常见的修辞手法有
比喻、象征、反语、双关等。对于比喻和象征性的内容要能够依据原文进行还原，对反
语内容要结合作者的本意进行推测，对于双关性的内容要善于联想。
5. 明确指代词的指代意义。对代词的考查是过去中考命题的主要方式之一，近两年虽然
很少考查，但也不可忽视。代词所指代的对象一般在原文中本词的前面，找的时候要在
明确范围的基础上，由后向前、由近及远地找，直到找到原文中固定的词语再进行解答
。



一、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

考查主要内容：①体现作者立场观点的词语；②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词语；③反映文章
深层内容的词语；④对文章结构起照应连接作用的词语；⑤有比喻、借代、反语等意义
的特殊词语；⑥受上下文语意制约的“临时义”。命题形式：用自己或文中的话对某一
词语做出解释。

1. 结合词语的本义进行解答。命题者往往抓住与词语本义不尽相同但又有所关联的意义
来进行命题，这样就需要我们对词语的本义有所了解。了解了本义，就抓住了实质，再
结合语境，看看作者使用的临时意义。如“例题详解”例1中的“吞咽”，例2
中的“体无完肤”，例3 中的“似乎”，都具有这个特点。

3. 联系上下文推断多义词在文中的特殊含义。现代文阅读中多义词的含义，是指在特定
语境中生成的含义，与一词多义不同，它的含义是不固定的，脱离了这个语境，这个含
义就不存在。因而，要分析其在文中的含义，必须把握它所处的具体的语言环境，然后
再推断、确定词语在文中的不同含义。语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语境是指对语言影
响最直接的现实语境，如字、词、句、段等；广义语境除现实语境外，还包括在一定时
代、社会条件下书面语交际的时间、场合、对象和话题的社会语境以及由作者和读者的
文化修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语言风格、方言基础等构成的个人语境。一般的命题
不会涉及广义语境。

5. 明确指代词的指代意义。对代词的考查是过去中考命题的主要方式之一，近两年虽然
很少考查，但也不可忽视。代词所指代的对象一般在原文中本词的前面，找的时候要在
明确范围的基础上，由后向前、由近及远地找，直到找到原文中固定的词语再进行解答
。

例1.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后面问题。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力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看得
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
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
”，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
于春天，似乎已得了酬报，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
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
噘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解析】本题考查对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类词语意义的理解，解题时要在原文中把它的本
义还原回来。同时还要注意，本文中“吞咽”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第一自然段，一次是
倒数第一自然段，前后的两个“吞咽”的意义是不同的。就语境而言，前一个是“我给
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力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曾”和“尽力”都说
明这是一种预想，而并没有实现，是对美好春光的强烈期待之情；后一个的语境是“这
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说明已经享受了美好的春光，并为这种享受感觉到满意。



（2）作者在“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这里的“遗憾”指的是什么？

【参考答案】春天来得太晚，让作者等待得太痛苦。

回望昨日的感伤（节选）

文段中“体无完肤”的含义是什么？

【参考答案】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

人群是欲望的集结，是欲望的洪流。一个人置身于人群里，他内心里涌动的不可能不是
欲望，他不可能不思考他在人群里的角色、位置、分量和份额。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化验
自己的灵魂，会发现置身人群的时候，灵魂的透明度较低，精神含量较低；而欲望的成
分较高，征服的冲动较高。一颗神性的灵魂，超越的灵魂，丰富而高远的灵魂，不大容
易在人群里挤压、发酵出来。在人群里能挤兑出聪明和狡猾，很难提炼出真正的智慧。
我们会发现，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多的是小聪明，绝少大智慧。在人群之外，我们还
需要一种高度，一种空旷，一种虚静，去与天地对话，与万物对话，与永恒对话，伟大
的灵魂、伟大的精神创造就是这样产生的。孔子独对大河而感叹时间的不可挽留：“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神游天外寻找精神的自由飞翔方式；释迦牟尼静坐菩提树
下证悟宇宙人生之般若智慧；法国大哲帕斯卡尔于寂静旷野发出哲人浩叹：“无限空间
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李白“登高远望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他不羁的诗飞越
无限，把多半条银河引入人间，灌溉了多少代人的浪漫情怀；爱因斯坦把整个宇宙作为
自己科学探究和哲学思考的对象，他认识人的最大成就和最高境界不过是通过对真理的
求索，获得与宇宙对称的灵魂。由此，人变得辽阔而谦卑，对这个无限地存在着也永恒
地包裹我们的伟大宇宙献上发自内心的敬意⋯⋯正是这些似乎远离人群的人，为人群带
来了太丰盛的精神礼物，在人群之上利益之外追寻被人群遗忘了的终极命题，带着人群
的全部困惑和痛苦而走出人群，去与天空商量，与更高的存在商量，与横卧在远方也横
卧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绝对”商量，然后将思想的星光带给人群，带进生存的夜晚。孔
子、庄子、释迦牟尼、帕斯卡尔、李白、爱因斯坦在作者眼中是“似乎远离人群的人”
，

【解析】“似乎”一词，有“看上去是，而实际上却不是”的意味。那么，我们在组织
答案时也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综合全段语境，前一部分从理论方面论述，后一部分从
事实方面举证，并加以简单分析。在前一部分的论述中，作者又从“人群”与“精神”
两个方面立论，那么在第一层次的解答当中，也应当包含这两个方面。在后一部分的例
证分析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作者的分析，也要看到这些伟人的话语里所包含的意义，解
答时要注意抓住“并不是远离人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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