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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

初识议论文



1、 了解议论文的基本知识；

2、 了解议论文的三要素，掌握一定的答题技巧；

3、 初步感知议论文内容，提炼中心论点。

1、 请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

2、 说说第②段划横线的句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有什么作用？

3、 简要分析第三段的论证思路。

4、 第一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5、 本文主要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请你选择其中的一处，简单分析其表达作用。

表达方式有几种？分别有什么作用？

5 种表达方式：记叙、说明、议论、描写、抒情。

记叙，是写作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作者对人物的经历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

场景、空间的转换所作的叙说和交代。

描写，是把描写对象的状貌、情态描绘出来，再现给读者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记叙文，特别是文学

创作中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在一般的抒情、议论、说明文中，有时也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描写的手

法运用得好，能逼真传神、生动形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从中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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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是抒发和表现作者的感情。它是抒情文体中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和记叙文中，

也常常把它作为重要的辅助表达手段。

议论，是作者对某个议论对象发表见解，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它的作用在于使文章鲜明、深刻，

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和理论深度。在议论文中，它是主要表达方式；在一般记叙文、说明文或文学作品中，

也常被当作辅助表达手段。

说明，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把事物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解说清楚的表达方式。

这种被解说的对象，有的是实体的事物，如山川、江河、花草、树木、建筑、器物等；有的是抽象的道理，

如思想、意识、修养、观点、概念、原理、技术等。

复习五种基本表达方式，引出议论文，记叙文是以记叙表达为主，说明文以说明为主，议论文呢？

一、 什么是议论文？

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直接阐明自己观点和主张的一种文体。

议论文三要素

1、 论点

论点是作者关于某一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2、 论据

事实论据：事实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描述和概括，包括具体事例、概括事实、统计数字等内容。

道理论据：指为了对某个问题或者观点进行论证说明其正确或错误而引用一些名人名言、谚语、古代

文献等进行证明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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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证方法



(1) 事实论证：

运用真实、可靠，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作用：具体有力地证明了中心论点，增强文章说服力，

趣味性，权威性，让文章浅显易懂。

(2) 对比论证：

拿正反两方面的论点或论据作对比，在对比中证明论点。作用：突出论证了观点，让人印象深刻。

(3) 比喻论证：

用人们熟知的事物作比喻来证明论点。作用：生动形象地论证了观点，使文章浅显易懂，易于理解和

接受。

(4) 引用论证：

引用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权威数据、名人轶事、笑话趣闻来论证。作用：引用名人佚事、奇闻趣事，

可以增强论证的趣味性，吸引读者。

二、 议论文高频考点

1、 把握文章的论点

(1) 为文章拟标题，或阐述标题的内涵。

(2) 概括本文的中心论点

(3) 分别概括各段的分论点或段意，或分析文章的论证思路。

2、 确定论据，分析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

(1) 文段主要使用了哪种论据？

(2) 解释使用某个论据的理由

(3) 把某论据换为另一个论据好不好？从与论点关系角度进行解释。

(4) 列举某个例子或引用某句话有什么作用？

(5) 某个论据是如何证明论点的？请举例分析



3、 分析论证过程，把握文章结构

(1) 分析文章层次结构，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2) 辨识议论的常见结构。

(3) 解说开头的特点及作用

4、 判断论证方法

(1) 判断全文或某一部分的主要论证方法。

(2) 判断指定语句所使用的论证方法。

(3) 根据论证方法判断论证角度与过程。

(4) 判断论证方法并理解论证方法的作用。

5、 分析议论文的语言特点

(1) 加点词语有什么用？

(2) 某词语、某短语或某句子能否删去？为什么？

(3) 词语或句子的顺序能否调换或颠倒？为什么？

(4) 运用某修辞手法，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6、 思维拓展题

(1) 对某种现象或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2) 就文章的某一方面的内容或形式，作相关的评析。

(3) 试给选文补充一个事实论据。

(4) 读了这篇文章，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1、 区分中心论点与分论点

技巧点拨



中心论点即为全文的论点，是文章论述的中心。分论点是由分论点引发出来的。一篇文章中心论点只

有一个，而可以有多个分论点。

 

2、 如何寻找论点

一看题目，二看首尾，三看是否是明晰的判断，四看是否统帅全文，四看论据证明的观点

（1）标题：

标题有时可以充当论点，有时不可。但不管标题是不是论点，都能够给我们找论点而指出方向（有时

标题是论题，我们可以结合论题和文章内容得出论点）。

（2）文章首句：文章首句即交代论点

（3）开头：

通常文章开头先讲述事例或引用名言，然后再以总结性词语（因此、所以、由此可见、可见、总而言

之、事实上、换句话说等）引出文章论点。

（4）文章中间：有时论点也出现在文章的中间位置。

（5）结尾：论点也常出现在结尾的位置。

3、 论证方法答题技巧

(1) 举例论证：

举 XX 的例子，直接论证了 XX 的观点（分论点），进而论证了 XX 的观点（中心论点），使论据更充分，

论证更加有力。 

(2) 引用论证(讲道理)：

引用了 XX 名言、公理、俗语等，论证了 XX 的观点，使论证具有说服力。

(3) 比喻论证(讲道理)：

把 XX 比作 XX,生动形象地说明了 XX,使说理更通俗易懂。 



(4) 对比论证(讲道理)：

通过将 XX 和 XX 作对比，突出强调了 XX 观点，使说理更鲜明。

4、 议论文语言

(1) 严密性；

(2) “但”、“固然”、“诚然”等提示语；

(3) 词语的感情色彩；

(4) 语气、句式（设问、反问、祈使、肯定否定陈述、排比、双重否定等）

5、 议论文句段作用

(1) 开头段

①　 引出....，领起下文的论述；

②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③　 作为事实（道理）论据证明....的论点。

(2) 过渡段

①　 在结构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②　 在内容上起转换或逐层深入的作用。

(3) 结尾段

①　 卒章显志，点明...论点；

②　深化中心论点，提出……的结论；

③　照应前文，再次强调中心论点；

④　发出……的号召，劝勉人们……；



⑤　 补充论证...,使论证更严密。

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

徐文秀

①不久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共同宣布围绕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第

一批项目入选结果，共有来自 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 9个项目成功入选。打开大门、敞开坏抱，让世界

搭乘中国科技发展的便车，共同分享逐梦太空的机会，由此可见，我们的泱泱大国确实是具有兼济天下的

“人类情怀”。

②从“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世界认识，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义现念，再到“达则兼

济天下”的宏大抱负，中国的人类情怀，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轫于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

值追求，是一种真正的大格局、大自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

贡献。”1985年，邓小平同志讲道：“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

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

发展，以中国理念和务实行动生动阐释“建设什么样的世界”。

③人类情怀，基础在人民情感。中国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体现在对世界人民的一种朴素情感上。当

埃博拉疫情肆虑西非，坚守到底的中国医疗队，彰显出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患难与共的决心；

当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行动中，还协助罗马尼亚、印度、埃及

的侨民平安撤离……一次次挺身而出，见证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大爱。“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近代以来饱经风雨沧桑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满怀渴望，同时也尊重并支持各国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④人类情怀，根本在勇毅担当。中国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体现在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担当上。世

界银行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可加快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减贫，倡议全面实施可使 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中国不搞成果独享，求的是“百花

齐放春满园”，乐意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人类情怀，说到底是以

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己任，积极为人类社会进步增添正能量，为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做贡献。

例文赏析



⑤“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间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间的是人的胸怀。”中国的人类情

坏，可以从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和关于全球治理的一言一行中读懂，可以从每一次的“中国方案”“中国

智慧”和“中国主张”中读懂，可以从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看法、想法和态度中读懂。中国的人类情怀，

宽比海洋，高过天空，无论征程是晴是雨，中国都将始终与时代潮流同向同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 7月 11日，有改动）

11．选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12．选文第①段有什么作用？

13．选文第③段画线句运用了哪种论证方法？说说其作用。

14．下面两则材料，哪一则可以放到第④段的横线处？并说明理由。

（甲）

当亚丁湾海域海盗出没，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挺身而出，10年护航让“最危险海城”重新成为“黄 金

航道”。

（乙）

在西非人口大国尼日利亚，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设立了尼日利亚分院。该院不仅承担铁路勘察设计任

务还为当地先后培训了 100多名技术工人。

【解析】

11．



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分析概括议论文的主要观点。中心论点是作者发表主要的集中的观点。中心论点通常在

标题或文首或文尾的位置，联系全文找到作者概括性（提领或总结）的表达主要观点的“议论句”，即是

论点，首先看标题，再看文首文尾。结合文章的内容可知，本文的中心论点在第二段开头：中国具有兼济

天下的人类情怀。

12．本题考查的是段落的作用。作答时可根据“内容+结构+表达效果”来回答。内容上：提出中心论点或

论题；以某种现象、事例、故事或名言引出中心论点或论题；作为事实或道理论据证明论点。结构上：引

出下文；表达效果：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加文学色彩。结合文章第①段内容“由此可见，我们的泱泱

大国确实是具有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可知这是提出了中心论点；根据“不久前，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共同宣布围绕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第一批项目入选结果”等内容是在

讲述新闻事实，这既可以作为论据又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13．本题考查的是论证方法及作用。结合第③段划线句“当埃博拉疫情”和“当也门紧张局势”等可知是

举例论证，举的这些例子论证的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大爱，举实际的例子能使论点更加让人信服，增

强说服力。

14．本题考查了论据的使用。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第④段内容的和材料内容基础上来分析即可。甲材

料主要讲述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10年护航让“最危险海域”重新成为“黄金航道”，体现了对世界人民的一

种朴素情感；乙材料主要讲述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设立了尼日利亚分院，承担铁路勘察设计任务和培训技

术工人，体现了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担当；与第四段论述“中国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体现在对世界和

平发展的责任担当上”的观点一致，因此应该选乙。

【答案】

11．中国具有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或者泱泱大国确实具有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

12．概述新闻事实，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中国具有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

充当事实论据，支撑中心论点。

13．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文章列举了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帮助，具体地论证了分论点“人类

情怀，基础在人民情感”，进而论证了中心论点，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14．选乙。乙材料概述了中国帮助他国承担设计任务并培训工人的事，能证明第④段中“中国不搞成果独

享”（或者“人类情怀，根本在勇毅担当”）这一观点，而材料甲概述中国海军帮助亚丁湾护航的事，证明

了“中国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体现在对世界人民的一种朴素情感上”（或“人类情怀，基础在人民情

感”）这一观点，因此选乙。



“咬牙”是一种修炼



①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干事创业，往往需要一番“咬咬牙”的坚持。

②党史上，有位干部因“咬牙”而闻名。1943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异常艰苦与残酷：战斗频繁，旱

灾严重，庄稼颗粒无收，传染病盛行。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一

边坚持对敌作战，一边组织生产自救，还深入敌后做群众工作。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率领

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因此得名“咬牙干部”。

③“咬牙”体现的是坚韧。人生之路难以一帆风顺，唯有不畏艰险、直面挑战，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才能采撷成功的果实。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时，什么活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

煤……从不惜力，磨砺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成功往往只奖赏那些坚韧的人。一件工作、一

项事业干到最艰难的时候，往往最需要咬紧牙关。而一旦坚持下来，就容易突出重围、打开局面。

④“咬牙”彰显的是智慧。京剧《沙家浜》中，18名新四军伤病员被困芦苇荡，因连续多日面临日伪

军的“扫荡”，体力和毅力几近极限。指导员郭建光激励大家：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

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最终，他们以“再坚持一下”的顽强精神，迎来了大部队的反“扫荡”。咬紧牙关

的坚持精神，不仅需要不畏艰难的勇敢，也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智慧。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就能变被动

为主动。

⑤“咬牙”蕴含的是担当。在重压和困难面前“咬牙”坚特，强健的是人的内心。“拼命黄郎”黄大

年，平均每年出差 130多天，一回来就一头扎进实验室。他的研究首次推动我国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

备研发，攻克了技术瓶颈。正是“咬牙”背后的担当精神，成就了黄大年无悔的人生。

⑥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成功越艰难，越艰难就越要坚持，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从某种

意义上说，“咬牙”是成功的序曲。没有松骨峰战斗中志愿军的“咬牙”，就没有以“气”胜“钢”的功

绩；没有谷文昌一次次面对失败后的“咬牙”，就没有沙海变绿洲的奇迹；没有王进喜用身体堵住井喷的"

咬牙"，就没有大庆油田的传奇。拿出不达目的哲不休的执着，砥砺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意志，知难而进、

久久为功，多经历几次“咬牙”，一个人必能闯关夺隘、化险为夷，用奋斗之犁开辟前行之路。

⑦唯其艰难，更显勇毅。“咬牙”是一种修炼，在一次次"咬牙"中，软弱将变得坚强，稚嫩将变得成

熟，徘徊将变得坚定。

15．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16．文章③～⑤段是从哪三个方面论述“咬牙”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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