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高二（下）《外国小说欣赏》课文知识点整理 

一、与课文有关的文学常识 

 

课文（出处） 中心思想 作者（流派、国籍） 代表作品 作品特色及课文重点 

桥边的老人——

《海明威短篇小

说选》 

刻画了二战中一位孤苦的西班牙老人形

象，通过他疲惫不堪的艰难逃难的遭遇，

反映了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罪恶，表达了人

民渴望和平的愿望。 

海明威（美国，“迷

惘的一代”代表作

家）获得过 1954

年诺贝尔文学奖。 

《太阳照样升起》、

《永别了，武器》（“迷

惘的一代”代表作）、

《丧钟为谁而鸣》《老

人与海》 

塑造了“摆脱迷惘、悲观，为人民利益英勇战

斗和无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形象；塑造了

“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形

象（圣地亚哥《老人与海》）；“冰山原理”（把

东西藏起来，让读者去想） 

本文：刻画人物的方法；人物形象；侧面表现

战争。 

墙上的斑点 

描写了主人公看到墙上有一个斑点而引发

了一连串漫无边际的遐想，后来却发现，

那个斑点不过是爬在墙上一只蜗牛。 

弗吉尼亚·伍尔芙

（英国意识流小说

代表作家）（第一个

是普鲁斯特《追忆

似水年华》） 

《海浪》《到灯塔去》

《雅各布的房间》《达

洛卫夫人》 

其“小说就象一张蜘蛛网。也许只是极其轻微

黏附着，然而它还是四只脚都黏在生活之上。”

在无拘无束的意识流动中，表达自己对生活真

实内在的看法。 

炮兽——长篇小

说《九三年》 

通过描写一尊大炮滑脱的可怕场面，营造

了阴惨、神秘、悲壮的氛围，塑造了失职

后勇敢地挺身而出的炮队队长形象和严

厉、冷峻、果断、对下属赏罚分明的将军

朗特纳克的形象。 

雨果（法国积极浪

漫主义文学运动的

领袖） 

《巴黎圣母院》《悲惨

世界》《九三年》 

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 

美丑对比原则（对比在场景描写和人物描写中

的作用）；浪漫主义手法 

本文：人物及方法 

安东诺夫卡苹果 
以时间为顺序巧妙地安排四个生活场景：

庄园兴盛时期、中等贵族生活、地主精神

蒲宁（俄国，曾获

得 1933年诺贝尔

《米佳的爱情》《三个

卢布》《幽蝉小径》《巴

继承俄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小说不

太重视情节与结构的安排，而专注于人物性格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日趋衰落、小地主时代开始，揭示出俄国

中等贵族阶级的日益衰落，他们的精神日

趋颓废的现状，为地主阶级的没落唱了一

首挽歌。 

文学奖）（出身贵

族） 

黎》 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以课文为例展开分

析） 

丹柯——《伊则吉

尔老婆子》 

用浪漫主义手法，刻画丹柯这一光辉形象。

为了让族人走出黑暗，他献出自己的心，

用那颗燃烧的心照亮了人们的前程，带领

人们走出黑暗。高度赞扬了丹柯勇敢、坚

定、无私无畏、敢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借

丹柯这一形象表达了俄罗斯人民渴望自

由，追求光明的理想。 

高尔基（苏联，被

列宁称为“无产阶

级艺术最伟大的代

表者”） 

《海燕之歌》《母亲》

《在人间》《我的大

学》（自传体三部曲）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

生》（俄罗斯精神生活

的编年史） 

抑彼扬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运用想象、虚

构现实中没有的人物、情节和环境，其实隐含

了一种象征意义，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本文：人物的象征意义，挖心的意义，作者的

写作风格。 

炼金术士 

少年寻宝的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每个

人的财富都在自己身边，但要敢于去追求，

这需要勇气、智慧、执着和经受艰难的考

验。即使最终没能实现，而追求的过程也

是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它使你远离

平庸和无为。 

保罗·戈埃罗（巴西） 《朝圣》 以理解自己为出发点，长于用朴素的语言，象

征的手法来讲述富于意味的哲理。 

娜塔莎——《战争

与和平》 

通过描写娜塔莎在参加舞会前的兴奋、激

动与焦急的心情，舞会上相遇安德来公爵

并双双埋下爱情的种子以及已经许配给安

德来的娜塔莎因为孤独与寂寞受美男子阿

那拖尔的诱惑而背叛安德来的心理状况，

塑造了一位纯真善良、渴望爱情与幸福，

但又过于轻信、充满浪漫与幻想的贵族女

列夫·托尔斯泰（俄

国 19世纪最伟大

的作家） 

《战争与和平》（史诗

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

巨制） 

《安娜卡列尼娜》（第

二部里程碑作品） 

《复活》（世界文学不

朽名著） 

对贵族生活的批判，道德自我修养的主张，擅

长于心理分析。 

关注“人民的思想”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笔下一个经典的形象。 

本文：分析人物形象和塑造人物的方法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孩形象。 

素芭 

通过刻画哑女素芭永恒孤寂的内心世界，

为我们展示了素芭的不幸以及她与自然的

和谐融合。长大后，由于自身的残疾，素

芭被迫远嫁到加尔戈达，远离了她熟悉的

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孤寂之中，美丽、聪

颖、内心丰富，充满爱心的善良女性素芭

的遭遇让人同情。 

泰戈尔（印度，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

奖。因《吉檀迦利》

抒情诗集获奖。） 

《摩哈摩耶》（短篇小

说） 

《吉檀迦利》 

《沉船》《戈拉》《飞

鸟集》《园丁集》《新

月集》 

诗歌——冥思闲适，抒情气氛浓郁，哲理意味

深刻，韵律优美而富有变化，美学风格质朴、

自然、超逸。 

作品反映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族制度

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他

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鲜明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精神。 

清兵卫与葫芦 

通过记叙清兵卫喜欢葫芦，可此爱好却被

扼杀，反又热衷上绘画的故事，表现了作

者对清兵卫的同情，批判那种粗暴扼杀少

年个性的做法，呼吁人们尊重个性，让个

性自由发展。 

志贺直哉（日本“小

说之神”，近代“白

桦派代表作家”） 

长篇小说（《暗夜行

路》） 

1、追求个性解放，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强调

人的尊严和意志。 

2、作品大多从身边取材，以观察细腻、描写

精确为特色。 

3、本文：倒叙的作用、对比的意义、情节的

跌宕对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的作用要掌握。 

在桥边 

通过对“我”在桥边数过桥人的记叙和细

腻的心理刻画，生动地描述了一段感人肺

腑的暗恋故事，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

感情及对美好情感的执著追求。 

海因里希伯尔（德

国，1972年《与一

位女士的合影》获

诺贝尔文学奖，战

后文学即“废墟文

学”的代表） 

《与一位女士的合

影》《流浪人，你若到

斯巴……》 

以时代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典型化的技巧反映

广阔的社会生活，逼真细腻地人物塑造。本文：

抓住情节的运行和细腻的心理描写。 

牲畜林——《卡尔

维诺文集》 

以平实但又调侃幽默的语言描写了意大利

农民同入侵的德国纳粹士兵抗争的心态，

表现了人们战胜法西斯的乐观精神。 

卡尔维诺（意大利） 
《看不见的城市》 

《意大利童话》 

既似现实中的童话，又像童话中的现实，把西方

世界中人丧失自我本质的境遇淋漓尽致地表现

出来。本文：掌握文章的情节和“延误”的作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分析朱阿的形象和他出场的典型背景 

半张纸 

以几乎白描的手法介绍一位年轻房客两年

间的生活经历（幸福美满—孤独不幸悲伤

—微笑）揭示主人公乐观积极、充满朝气

的人生态度，同时告诉我们，对过去的一

切，美好的，应该珍惜；不幸的，任其随

时光流逝，应把握现在，开拓美好未来。 

斯特林堡（瑞典） 

《梦的戏剧》（欧洲表

现主义的先锋）《红房

间》《朱丽小姐》 

以独特的表现方式，表达深刻的内涵，给人耳目

一新之感。用平实的语言写生动的人和事。本文：

理解半张纸的意义；理解小说的主题。 

山羊兹拉特 

通过卖羊未成的经历的叙述，不仅将悲悯

的目光投向困难中的人，更把关怀的温情

给了绝境中依然忠心耿耿的纯洁的山羊，

体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精炼概

述。 

艾萨克什维辛格

（美国）1978年诺

贝尔文学奖 

长篇小说《卢布的魔

术师》 

“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这种艺术既扎根于波兰

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又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本文：景物描写的作用；拟人叙述的作用；理解

主题。 

礼拜二午睡时刻 

通过一对母女去祭拜被当作小偷打死的亲

人的经过，向我们展示出了母爱的执著以

及神父的宽容，进一步揭示了人性中那固

有的爱。 

加西亚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82年

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孤独》（魔幻现

实主义代表作家在拉

丁美洲一起一场文学

地震） 

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其长篇小说以结构

丰富的想象世界，其中揉混着魔幻与现实，反映

出整个南美大陆的生命矛盾。 

沙之书 

通过一本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圣书对

“我”的影响，阐述了一种无限可能和无

限延续的感觉，表明作者对世界的迷茫和

未知世界的一种惶恐心理。 

博尔赫斯（阿根廷，

20世纪短篇小说大

师，作家们的作家，

知识型作家）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激情》（诗集，此地为

奥运圣火传递地）《虚

构集》（短篇小说集） 

作品文体干净利落，文字精炼，构思奇特，结构

精巧，小说情节常在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

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 

本文：沙之书的象征意义；故事情节的淡化；内

心的描写。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骑桶者 

用一种虚幻的手法写出了一个生活在贫困

中的人向煤店索求一铲煤而遭到驱赶的事

实，向我们展示了现实社会的冷酷和人民

生活的艰难，表达作者对社会的控诉和批

判。 

卡夫卡（奥地利，

欧洲著名表现主义

作家） 

《地洞》《变形记》《城

堡》 

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

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

人。本文：理解为什么要骑？骑桶者的象征意

义？理解课文主题。 

 

 

 

 

 

 

 

 

 

 

 

二、单元专题涉及的作家作品 

作家 国家 世纪 单元专题涉及的代表性小说 其他重要代表作 

莫泊桑 法 19  短篇：《我的叔叔于勒》《项链》 长篇：《一生》《俊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短篇：《羊脂球》 

契诃夫 俄 19  短篇：《万卡》《装在套子里的人》 

短篇：《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 

中篇：《第六病室》 

塞林格 美 20  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  

川端康成 日本 20  《雨伞》 长篇：《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 

罗曼·罗兰 法 19  《约翰·克里斯朵夫》 

“巨人三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

泰传》 

巴尔扎克 法 19  《欧也妮·葛朗台》 作品总称《人间喜剧》 

夏洛蒂·勃朗特 英 19  《简·爱》  

屠格涅夫 俄 19 《白净草原》《猎人手记》 长篇：《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 

简·奥斯汀 英 18-19 《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19 《罪与罚》 《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 

马克·吐温 美 19 《汤姆·索亚历险记》 长篇讽刺小说：《镀金时代》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短篇：《竞选州长》《百万英镑》 

柯南道尔 英 19-20 《福尔摩斯探案集》  

阿拉伯民间故事   《一千零一夜》 又名《天方夜谭》 

司汤达 法 19  《红与黑》  

福楼拜 法 19  《包法利夫人》  

大仲马 法 19  《基督山伯爵》 长篇：《三个火枪手》 

果戈理 俄 19 《外套》 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长篇小说《死魂灵》 

塞万提斯 西班牙 16-17 《堂·吉诃德》  

玛格丽特·米切尔 美 20 《飘》 又名《乱世佳人》 

欧·亨利 美 19 

《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

常青藤叶》 

世界三大短篇巨匠之一（另两大：法国的莫泊桑、俄

国的契诃夫）） 

格拉斯 德 20 《铁皮鼓》  

乔伊斯 爱尔兰 20 《尤利西斯》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普罗斯特 法 20 《追忆逝水年华》  

芥川龙之介 日本 20 《橘子》 《竹林中》《罗生门》 

茨威格 奥地利 2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 

歌德 德 18-19 《少年维特之烦恼》 诗剧《浮士德》 

亨利·菲尔丁 英国 18 《汤姆·琼斯》  

狄更斯 英国 19 《大卫·科波菲尔》 长篇：《艰难时世》《双城记》《雾都孤儿》 

 

 

 

 

 

 

外国小说知识汇总 

一、了解八个单元十六篇小说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色 

1．《桥边的老人》海明威（美国） 

（1）主题：通过描写老人在逃难路上对家中动物的挂念，揭示战争的罪恶，呼唤人性与爱的回归。 

（2）艺术特色： 

   A．以小见大     B．叙述简约，含蓄深远 

2．《墙上的斑点》伍尔芙（爱尔兰） 

（1）主题：通过描写主人公对斑点的六次猜想，表现作者对生命的神秘与不可控制、对自由的向往、对男权的否定等等思想感情。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2）艺术特色 

   A．辐射状结构      B．自由联想 

3．《炮兽》雨果（法国） 

（1）内容：描写了“炮兽肆虐”“人兽之战”“赏功罚过”三个场景，塑造了一个临危不乱、有勇有谋、赏罚分明、刚毅坚定、

严酷无情的将军形象。 

（2）艺术特色 

   A．对照法 

   B．拟人手法，将无生命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 

4．《安东诺夫卡苹果》蒲宁（俄国） 

   通过描写苹果丰收、庄园生活、深秋打猎、小地主生活等四幅图画，将读者带入那个已逝的田园梦境，在对昔日的深情缅怀中，

抒发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对贵族衰落的不满，对时世变迁的惆怅和感伤。  

【艺术特色】 

（1）绘景艺术：动静结合、调动多种感官的写景状物手法。  

（2）结构艺术：用思绪来组织内容；首尾呼应。以欢乐喜悦丰收场景开头，以萧瑟荒凉打猎场景结尾，形成强烈的对照。  

（3）象征手法：安东诺夫卡苹果象征丰收、甜美、富足的乡村生活。  

5．《丹柯》高尔基（苏联） 

   通过塑造丹柯这一勇于实践、永不言败，敢于为理想英勇献身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悲剧性英雄形象，鼓励人们去追求胜利，追

求光明；同时也批判了那些懦弱、忘恩负义的人们。 

【艺术特色】 

（1）浪漫主义手法 

（2）对照手法：丹柯——族人 

6．《炼金术士》保罗·戈埃罗（巴西） 

   通过叙述西班牙少年圣地亚哥历经千辛万苦却最终未能找到宝藏的寻梦经历，启示人们要想实现梦想，就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

过程，需要勇气、智慧、执著和经受考验，需要付出代价。同时鼓励人们要敢于为梦想打拼。（三种人：爆米花小贩、矿工、圣地

亚哥）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7．《娜塔莎》列夫托尔斯泰（俄国） 

   活泼、天真、热情争强好胜、渴望受关注及胸无城府、率真个性为爱义无反顾 

艺术特色：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人物塑造方法。 

8．《素芭》泰戈尔（印度） 

（1）人物：素芭是一位美丽聪慧的哑女。她心灵纯净、感情细腻丰富、敏感而孤独。她是人们议论的对象，是家庭的负担。她只

能与大自然、动物们亲近交流，没有理解她，没人真正关心她，最后被父母以欺骗的方式嫁到远方，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2）艺术特色：“画眼睛” 

9．《清兵卫与葫芦》志贺直哉（日本） 

（1）人物：清兵卫是一个热衷于葫芦，并且对葫芦的鉴赏和收藏有着特别的天赋，但最终在老师和父亲的压力下被迫放弃爱好的

单纯、可爱又不幸的少年形象。 

（2）主题：批判家长老师的武断专制、扼杀孩子个性的做法，提醒人们要尊重、爱护孩子的个性，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健康发展。 

（3）艺术特色：采用倒叙结构，设置悬念 

10．《在桥边》伯尔（德国） 

（1）人物：“我”是一个对单调、乏味工作不满，用乱数、不数、漏数方式来反抗，渴望美好生活的伤残军人。 

（2）主题：揭示德国战后重建偏重物质，缺乏精神关怀的问题，思考小人物的命运。 

11．《牲畜林》卡尔维诺（意大利） 

（1）作者以幽默、调侃、嘲讽的笔调来描写牲畜林中两场笑料百出的精彩追逐，尽情地嘲弄了丑与罪恶。 

（2）艺术特色：延迟的运用，使小说的结构重复递进，同时让动物一一出场，便于作者对德兵尽情戏耍。 

12．《半张纸》斯特林堡（瑞典） 

（1）塑造了一个生活认真，工作努力；事业成功，生活幸福，婚姻美满；务实并懂得满足青年，虽然后来生活出现了纷乱，遭遇

丧妻夭子厄运，却没有一蹶不振，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勇敢地直面，把爱和痛藏在心里，把它们作为生活对自己的恩馈的年轻房客

形象。 

（2）艺术特色： 

   A．叙事简约，给读者留下想像空间  

   B．构思巧妙：以小见大，于方寸之间演示大千世界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13．《山羊兹拉特》辛格（美国） 

   这篇童话小说通过勒文家想卖山羊兹拉特到最终把山羊兹拉特当作一个家庭成员的故事，描摹出人与动物间有可能恒久存在的

亲情状态，可以超越任何时代的与窘迫，成为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里人与动物之间永远温情的慰藉。 

14．《礼拜二午睡时刻》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1）人物：是一位境况不好却坚强自尊，内心悲伤、痛苦却处事不卑不亢、镇定从容，具有超越道德的伟大母爱的母亲形象。 

（2）情节结构特色： 

    A．延迟法：花大量文字描写坐火车、小镇风貌，就是不告诉读者这对母女此行的目的。（设置悬念） 

    B．插叙：因为小主的主题是表现“伟大的母爱”，儿子的遭遇是次要内容，所以用插叙，这样使情节更紧凑，更有利于突出

主题。 

15．《沙之书》博尔赫斯（阿根庭） 

（1）“沙之书”象征无限之物，如无止境的欲望、无穷大的世界、琐碎繁杂的生活、强大的异已力量、神秘的未知世界、魔力无

穷的金钱、浩瀚的知识、无法挽回的时间、变化无常的命运等等。 

（2）艺术特色：象征手法、荒诞手法 

16．《椅桶者》卡夫卡（奥在利） 

（1）“煤桶骑士”是一个穷得买不起煤的小人物，他战战兢兢，自怨自艾，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世界全然无力。为了避免借煤失

败的难堪，他选择“飞翔”的方式，是一个自悲、懦弱、封闭的人。 

（2）艺术特色：荒诞手法 

二、了解八个单元的小说文体知识 

第一单元话题：叙述 

  1.  叙事角度 

  （1）全知视角：往往用第三人称来叙事。叙事人相当于上帝，他对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心理、命运了如指掌，甚至走到前台对

人物评应论足。 

       好处：①便于作者对人物、情节的掌控；②便于作者对人物主评判，使作者的倾向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2）有限视角：往往用第一人称来叙事。依靠人物的眼睛来看小说中的世界。 

       好处：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让读者去推理、评判。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2.叙述人称 

（1）第一人称：使小说显得亲切，拉近作品和读者的距离，便于抒发感情。 

（2）第三人称：以旁观者身份来讲述故事，叙述相对自由。 

（3）第二人称：拉近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抒情气息浓。 

第二单元话题：场景 

1.场景：小说是由一个个场景构成的。它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环境描写。（人物＋事件＋环境） 

2.场景：公共场景和私人场景 

3.场景的功能 

（1）给全篇“定调” 

（2）营造意境与渲染气氛 

（3）导引人物出场 

（4）揭示人物性格 

（5）作为象征 

  4.风景的意义（参考初中知识：景物描写的作用） 

（1）营造氛围，渲染气氛。 

（2）衬托人物心情，暗示人物心理。 

（3）表现地域特色，孕育美感 

（4）暗示背景 

（5）推动情节发展 

第三单元话题：主题 

  1.母题：文学作品中，会反复出现一些题材，如“爱情”“战争”“复仇”等，这些宽泛意义上的主题，我们称之为“母题”。 

  2.主题是小说的灵魂。 

  3.小说主题是通过形象和情节来暗示出来的，因而小说主题往往比较模糊、含蓄，因为“形象大于思想”。这就造成小说主题的

复杂性，如一部《红楼梦》，有人认为主题是表现“爱情悲剧”，有人认为主题是反映“封建社会的败落”，甚至认为主题是表现

“排满思想”等等。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4.考试中归纳主题往往用这样的句式： 

   通过……表现（反映、揭示、批判、赞美等）…… 

 第四单元话题：人物 

  1.了解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区别 

    圆形人物性格复杂多样，如娜塔莎。扁平人物性格单一，如素芭。 

  2.掌握人物形象的分析与概括技巧 

    分析技巧： 

（1）把人物放到情节中分析 

（2）抓住传神的人物描写来分析人物：外貌（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行动）描写和心理描写 

（3）把人物放到侧面描写中分析：其他人物的衬托、景物烘托等。 

   概括技巧： 

     不仅仅只概括人物的性格、品质，还应该结合人物生活遭遇、命运结局等把人物整体形象概括出来，让读者一看就能在脑子

里唤起这个形象。 

 第五单元话题：情节 

  1.情节运行基本模式： 

   发生——发展——高潮——结局 

  2.情节的“摇摆” 

   作家写小说往往不会让人物选择捷径一口气跑到底，而是让他千折百回，最终才到达胜利的彼岸。这样情节就出现一波三折或

跌宕起伏，即情节产生了“摇摆”。擅长讲故事的作家总是极尽摇摆之能事的。 

  3.情节的“出乎意料”与“情理之中” 

   小说情节也追求“戏剧性”，最典型莫过于美国作家欧·享利。 

  4.学会概括情节及赏析情节设置的妙处 

   情节是人物活动的过程，概括情节就是将人物的活动过程概括出来。 

   赏析：这个情节可不可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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