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语文总复习课件

第三部分 语言文字应用

专题十二　选用、仿用、变换句式



高考演练

1.(2023年全国甲卷，有改动)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事有凑巧，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我听见过三位老师

讲“破釜沉舟”这个成语。第一位教师是这样讲的……第三位教
师讲得比较简单，话说得比较少。他这样讲：“项羽渡河进攻秦朝
的军队，渡河之后，把造饭的锅砸碎，把船凿沉，断了自己的退

路，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终于把秦军打败了。后来大家就用‘破
釜沉舟’这个成语表示下定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牺牲的意思。”



星球小学邀请你给学生讲解成语。请从下列三个成语中任选

一个，借鉴第三位教师的讲解方法，拟出讲解要点。要求阐释准

确，语言流畅，不超过 60 个字。

卧薪尝胆   庖丁解牛   一鼓作气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仿写句子、拟写要点的能力。

题干要求从所给三个成语中选择一个给学生讲解，要求借鉴第三

位教师的讲解方法，只拟写讲解要点，并有字数限制。首先分析

第三位教师讲解的内容，“项羽渡河进攻秦朝的军队，渡河之后，
把造饭的锅砸碎，把船凿沉，断了自己的退路，以示有进无退的

决心，终于把秦军打败了”，这是先讲解了与成语有关的故事，解
释成语的基本意思；“后来大家就用‘破釜沉舟’这个成语表示下
定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牺牲的意思”，这是讲解了成语的引申意



义，即现在的含义。仿照这个讲法，如选择“卧薪尝胆”，应先讲
述勾践的故事，要点应有“夜里睡柴草，饭前尝苦胆”；成语的基
本意思是勾践以此激励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再讲成语现在的

含义，要点应有“刻苦自勉，奋发图强”。如选“庖丁解牛”，先
讲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的故事，要点应有“游刃有余”“运刀准确
自如”之类；再讲现在的含义，要点应有“技艺高超，运用得心
应手”。如选 “一鼓作气”，先讲曹刿论战的故事，要点应有“一
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再讲现在的含义，要点应有“趁着
刚开始劲头儿大时，一口气把事情完成”。



答案：(示例一)“卧薪尝胆”：①越王立志报仇，夜里睡柴草，

饭前尝苦胆，敦促自己不忘报仇雪耻。②后来用以表示刻苦自勉，

奋发图强。

(示例二)“庖丁解牛”：①庖丁为文惠君分割牛，运刀准确自
如。②后来用以表示技艺高超，运用得心应手。

(示例三)“一鼓作气”：①古代击鼓进军，第一通鼓士气高涨，
第二通以后逐渐衰竭。②后来用以表示趁着刚开始劲头儿大时，

一口气把事情完成。



2.(2022 年新高考Ⅰ卷)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改成几个较

短的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

　　在没有国外技术援助、自身又缺乏技术力量的情况下，整

个团队按照先在陆上发射台发射、再把导弹装进发射筒以模拟

水下发射环境、最后进行潜艇发射的规划开始了“巨浪一号”

的研制攻关。这三步被称为“台、筒、艇”，但每一步都失败

过。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句式变换的能力。首先，了

解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整个团队按计划开始了攻关。其次，根据上

下文意思，把“规划”的三个长定语改写成三个短句。最后检查
这三个句子是否有逻辑顺序问题，如果有再加以调整。

答案：(示例)整个团队按照规划开始了“巨浪一号”的研制攻

关：第一步在陆上发射台发射导弹，第二步把导弹装进发射筒以

模拟水下发射环境，第三步进行潜艇发射。



考点一 选用句式

解题指津

一、选用句式保持“四一致”
1.话题一致

话题一致，是指组成段落的句子之间，或是组成复句的分句

之间，密切相关，紧紧围绕一个中心，集中表现一个事件、场景

或思想观点。



做选用“话题保持一致”的句式题，需弄清语意，把握句式
特点，明确所选句式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并注意使陈述对象保

持一致，观点与材料保持一致。



示例：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

每块田地的边缘都留有缺口，一畦注满，便自动流入下一层

田里。________，一畦畦平展展，好似神灵于夜半在山上放置的

无数面镜子。

A.在梯田里蓄满水 B.蓄满水的梯田

剖析：A项表达的重心是“水”，而B项“蓄满水的梯田”与
前面的“每块田地的”和后面的“一畦畦”话题一致，故选 B。

答案：B



2.情调氛围一致

选用句式所给语段往往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从而形成一种

特定的情调和氛围，或冷落萧条，或闲适畅快，或悲凄伤感……
对于景物描写的语段，要分析语境因素：景物、情调、写法的特

点。景物分远、近、动、静，色彩有亮丽、暗淡之分，气氛有热

情、凄凉之别，视角有高、低、俯、仰之异，感情或悲或喜，态

度或褒或贬。所有这些情调氛围在语段中都应保持和谐一致。



3.时间空间一致

此类题中的时间、空间顺序比较明显。分析时间顺序，需要

从古到今、从先到后、从早到晚来安排语序；分析空间顺序，需

要按照从远到近(或从近到远)、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从外到内

(或从内到外)的顺序来安排语序。



4.句式结构一致

选用句式也是考查句式结构。主要考查短语类型的一致、句

式结构的一致。句式一致能收到形式整齐、音节和谐、气势贯通

的修辞效果。



二、选用句式题解题的一般过程

1.审清题目要求。弄清题目是要求保持上下文的连贯，还是为

了突出强调某个意思。

2.根据题目要求认真分析材料。如要求保持上下文的连贯，则

要注意分析话题、句式；如要求强调某一意思，就要从句子所处

的位置去分析，如句首和句末。

3.比较各选项的异同，结合语境要求的要点寻找答案。把选项

中的答案代入原文检验效果。



典题示例

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句是( )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都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

或遭遇苦难，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

悦源自对生命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

________，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



A.正在于生命的根基被它撼动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被

打击

B.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

C.正在于它把生命的根基撼动，把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打击

D.正在于生命的根基因它而受撼动，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

它而受打击



剖析：本题考查学生选用句式的能力。“那么”之后的内容
谈“苦难”，根据话题一致性的原则，选项句也应围绕“苦难”
来谈，由此排除 A、D 两项；再根据下文“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
大痛苦”，不宜使用把字句。由此排除 C 项。故选 B。

答案：B



考点二 仿用句式

(一)填空(嵌入)式仿写

解题指津

填空(嵌入)式仿写“两步走”
(1)第一步：分析语境。

(2)第二步：分析例句，进行仿写。



典题示例

以下是某中学庆祝教师节文艺演出的一段主持词。仿照画线

部分的句式，在空缺处补写相应的语句。要求：句式一致，字数

相等，语意相关。

学生甲：老师，您坚守一方净土，用粉笔书写忠诚，默默无

闻。

学生乙：老师，您勤耕三尺讲台，①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甲：加减乘除，算不尽您付出的辛劳。

学生乙：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剖析：本题考查学生仿用句式的能力。解答此题，要认真审

读语境，第①处所填内容要紧扣老师“勤耕三尺讲台”的话题，
赞扬老师的奉献精神；句式、字数要与上句一致。第②处要用具

体的教学内容来表现老师的工作特点与辛勤付出，注意“加减乘
除”与“算不尽”之间的联系，还要注意句式、字数要与上句一
致。



答案：(示例一)①用汗水浇灌希望，孜孜不倦 ②诗词歌赋，

颂不完您带来的感动

(示例二)①用双手托起未来，无怨无悔 ②赤橙黄绿，画不完

您多彩的人生



(二)续写式仿写

解题指津

续写式仿写有“门道”
(1)结合语境，辨明例句所用的修辞手法及语法知识。

(2)找出母句以及母句框架。

(3)揣摩句中所阐述的意义，即悟透所给例句的意义，使仿写

的句子和原句话题一致、内容一致、风格一致，前后呼应，整体

协调。

(4)联想、想象，组织成句。



典题示例

按照要求续写句子。要求：①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②“回
忆”与“希望”的内容形成对比；③语意连贯。
回忆和希望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回忆毕竟是远了、

暗了的暮霭，希望才是近了、亮了的晨光；回忆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希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忆__________________，希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剖析：本题以续写句子的形式考查学生仿用句式的能力。解

答此题，首先要弄清续写要求：内容上，所写的“回忆”与“希
望”要形成对比；修辞手法上，要运用比喻的手法。然后分析例
句的结构，为“回忆毕竟是……希望才是……”。
答案：(示例)毕竟是秋日的缤纷落叶 才是枝头的盎然春意

毕竟是扬尘远去的背影 才是迎面而来的微笑



(三)话题式仿写

解题指津

话题式仿写有“三条”
(1)审清句式。审清被仿写句的句式特点，仿写句要与被仿写

句的句式保持一致。

(2)分析修辞。分析被仿写句的修辞特点，仿写句要与被仿写

句所用修辞保持一致。



(3)看清要求。看清题目要求所限制的话题，或规定的描述对

象，或限定了不得选用的对象，或规定了必选对象。不要脱离要

求，依据仿写话题展开联想和想象，写出符合要求的语句。



典题示例

仿照下面的示例，以“乡愁”为题续写两句话，要求内容贴
切，句式与所给示例相同。

示例：乡愁是故乡田园里郁郁葱葱的杏树，杏花绚烂，杏儿

酸甜，化为一缕缕思念的惆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剖析：仿写时，除了看题目要求外，还要看所给例句的结构
特点。先分析示例特点，再找出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仿照

示例，准确仿写。所仿写句子格式为：乡愁是故乡……的……，

……，……，……。第一个分句“的”前面为“三字状语＋AABB

式定语”，“的”后面为与故乡相关的某一个物象(双音节词)；第
二、第三两个分句为“双音节名词＋双音节形容词”构成的主谓
短语，主语必须与第一个分句所选物象相关；第四个分句为“双
音节动词＋定中短语”，定语为“ABB 式数量短语(数词为‘一’)
＋动词”，中心语为双音节形容词，中间用“的”连接，内容须
与“乡愁”相关。



答案：(示例)乡愁是故乡深巷里斑斑驳驳的老井，井口凋敝，

井水甘洌，透出一丝丝怀念的甜蜜。乡愁是故乡碧空中飒飒爽爽

的驯鸽，鸽影多姿，鸽笛悠扬，唤醒一页页记忆的邈远。



(四)开放式仿写

解题指津

开放式仿写莫忘“规则”
(1)审清题目要求，选择恰当话题。考生解题时尽量选择自己

熟悉的话题，这样写起来才有话可说。

(2)要做到修辞与例句完全一致。考生应在表现句子的意蕴上

多下功夫，使所写内容新颖独特，讲究文采，以展示自己的文学

素养。

(3)句式、字数等与例句保持基本一致。



典题示例

请仿照示例，选择不同的内容，仿写两组句式。

示例：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叫视线，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叫视野。

耳朵听得到的动静是声音，耳朵听不到的动静是声誉。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剖析：本题考查学生仿写句式的能力。先要分析两个例句，

它们都是下述结构：“……得到的……叫……，……不到的……
叫……”。仿写的句子也必须符合这种结构。而且从内容上看，

每个例句前后句是对比关系。还要注意，起句都是人体的器官，

仿句也要这样。

答案：(示例)(1)鼻子闻得到的东西叫气味，鼻子闻不到的东西

叫气息

(2)脚下走得到的距离叫梦想，脚下走不到的距离叫幻想



(五)对联式仿写

解题指津

对联式仿写对“四点”
1.字数相等

　　虽说对联的篇幅可长可短，但上下联的字数要相等。如：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老师出)；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

有我(郭沫若对)。”很明显，上下联字数相等，都是 11个字。



2.词性相同

　　出现在上下联同一位置的词语词性要一致。不仅要实词对实

词，虚词对虚词，而且最好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

对形容词，数词对数词等。比如：“万砖千瓦百工造成千佛寺；
一篙二橹三人摇过四平桥。”很显然，“万、千、百”和“一、
二、三”是数词对数词；“造成”和“摇过”是动词对动词；
“砖、瓦、工”和“篙、橹、人”，“千佛寺”和“四平桥”都
是名词对名词。



3.结构相称

　　要想对仗工整，除了字数、词性的要求外，还要求上下联的

结构对称一致。具体来说，就是偏正对偏正，动宾对动宾，主谓

对主谓，并列对并列。比如：“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古稀
双庆，更多一度春秋。”显然，“花甲重逢”和“古稀双庆”是主
谓对主谓；“三七岁月”和“一度春秋”是偏正对偏正；“增加
三七岁月”和“更多一度春秋”是动宾对动宾。



4.内容相应

　　这是指上下联不仅意义要相连，而且所涉及的事物也要相对

或相关。常见的是天文类对天文类、地理类对地理类、花木类对

花木类、动物类对动物类、节令类对节令类、数目类对数目类等。

比如：“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斩白蛇，闯武关，高祖乃
刘。”稍稍推敲，不难发现“青牛”和“白蛇”是动物类对动物
类；“函谷”和“武关”是地理类对地理类；“老子”和“高祖”
是人物类对人物类。



此外，上下联中不能出现同字，否则，就犯了对联的大忌。

比如“科学能致富，诚信能纳财”就犯了对联的大忌，因为上下
联都有“能”字。还有就是意思不能雷同。如：“春晖盈大地，
朝霞满山川。”贴对联或有关对联的排序时，要注意仄(三、四

声)起平(一、二声)收。



典题示例

用下面的短语组成两副有关春节和端午节的对联。要求：上

下联各为七字，语意连贯，符合节日和对联特点，不得重复使用

短语。

门上桃符   碧波竞舟   江边柳线   青艾驱瘴

迎春绿   十里欢   耀眼红   千家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剖析：考生需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去考虑，内容上要符

合节日的特点，形式上要符合对联的特点。“江边柳线”与“门
上桃符”有明显春节的特征，“红”与“绿”相对，下联要收在
平声上，这样就很容易确定写春节的对联。同样，“青艾驱瘴”
“碧波竞舟”具有典型的端午节特征，“驱瘴”只能是“千家”，
再加上平声的要求，写端午的对联也很容易确定。

答案：春节　江边柳线迎春绿　门上桃符耀眼红

端午节　青艾驱瘴千家乐　碧波竞舟十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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