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语文总复习课件

第三部分 语言文字应用

专题九　赏析词语和句
子的表达效果



高考演练

1.(2023 年新高考Ⅰ卷，有改动)文中有三个重叠形式“处处、

微微、早早”，说说它们和“处、微、早”相比，语意上各自有
什么不同。



天是越来越冷了，祥子似乎没觉到。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

眼前便增多了光明；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地上初见冰凌，连

便道上的土都凝固起来，处处显出干燥，结实，黑土的颜色已微
.   .                                                          .

微发些黄，像已把潮气散尽。特别是在一清早，被大车轧起的土

.   .

棱上镶着几条霜边，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露出极高极蓝极

爽快的天；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凉风飕进他的袖口，使

他全身像洗冷水澡似的一哆嗦，一痛快。

.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语言表达效果的能力。由题干可知，

考生需要先明确叠词的效果，如音韵美、画面美、渲染强化、描

摹性等。文中三个重叠形式“处处、微微、早早”显然比“处、
微、早”在语意表达上更能强化文意。然后结合各自的语境分析。
如“处处”，意思是“到处”“各个地方”“所有地方”，文中
“处处显出干燥，结实”是说便道上到处都是干燥、结实的。而
“处”意为某个地方，“处处”显然比“处”的范围广。如“微
微”，意思是“稍微”，表示数量不多或程度不深，是程度副词，



两个“微”叠用形容程度更轻，文中“黑土的颜色已微微发些黄”
是说黑土发黄的色彩很浅，在程度上比“微”更轻。如“早早”，
是时间副词，文中“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是说祥子拉车
的时间很早，两个“早”叠用比“早”更能凸显时间之早。
答案：①三个重叠词语“处处、微微、早早”与“处、微、

早”相比，语意得到了强化；②“处处”是“到处”的意思，比

“处”范围更广，能突出地面的干燥、结实；③“微微”表示程

度不深，比“微”程度更轻，更能表现出黄色之浅；④“早早”

意为很早，比“早”更突出祥子拉车的时间之早。



2.(2023年新高考Ⅱ卷，有改动)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如果
写成“正优雅地跳舞，踱步，鸣叫，顾盼，寻觅”，表达效果有
什么不同？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赏析句子的表达效果的能力。画线部分

“优雅地舞着，踱着，鸣着，顾盼着，寻觅着”采用“……着”
的相同句式，形成排比，句式整齐，音韵和谐，“着”字着重体
现出仙鹤从动作到神韵的一系列进行时的状态，生动形象活泼。

而改句“正优雅地跳舞，踱步，鸣叫，顾盼，寻觅”，仅表明仙
鹤的动作，句子韵律感不强，也不如原句生动形象。



答案：原句画线部分采用“……着”的相同句式，形成排比，

句式整齐，音韵和谐，生动形象活泼。而改句仅表明仙鹤的动作，

句子韵律感不强，也不如原句生动形象。



【知识储备】

一、表达技巧三角度

表达技巧可以进一步分为修辞手法、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三

个角度。



修辞手法 作用

比喻
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生动

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的……(特征)

比拟
给物赋予人的形态情感(指拟人)，或使人具有物的动作

情态(指拟物)，描写生动形象，表意丰富

借代 以简代繁，以实代虚，以奇代凡

夸张
烘托气氛，增强感染力，增强联想；营造气氛，揭示

本质，给人以启示

1.修辞手法



修辞手法 作用

对偶
便于吟诵，易于记忆，使词句有音乐感；表意凝练，

抒情酣畅

排比
节奏鲜明，内容集中，增强气势；叙事透辟，条分缕

析；长于抒情；加强语气，一气呵成

反复
写景抒情感染力强；承上启下，层次清晰；多次强调，

给人以深刻印象

(续表)



修辞手法 作用

对比
使所表现的事物特征或所阐述的道理观点更鲜明、更

突出

设问 自问自答，提出……问题，引发读者思考

反问 强调……的语气，语气强烈，强化情感

引用 引用名言，使文章更具文化底蕴，更有说服力

反语
有反话正说和正话反说两种。前者多讽刺肯定，后者

多含蓄幽默

(续表)



分类 作用

人物描写

通过对人物外貌、语言、动作、心理活动等进行描

写，揭示人物的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

使人物形象丰满鲜活

2.表达方式

(1)描写



分类 作用

环境

描写

自然

环境

描写

对人物活动的地点、季节、气候、时间以及场景进

行描写，具有烘托人物心情、渲染当时的气氛、推

动故事情节发展、点明和突出中心等作用

社会

环境

描写

对社会背景、时代气氛、地域风貌进行描写，具有

交代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习俗、思想观念以及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作用

(续表)



分类 作用

细节描写
生动的细节描写，有助于折射广阔的生活画面，丰

富文章内容，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

白描
能使文章语言朴实，格调清新，平中见奇，含义深

邃，真实感人

(续表)



分类 作用

抒情

直接抒情 可以使感情表达朴实真切，打动人

间接

抒情

寓情于景
抒情含蓄婉转，富有韵味，感染力强

托物言志

(2)抒情、议论、说明



表达方式 作用

议论
在叙事性作品中

议论能使记叙中所蕴含的思想升华，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议论性文章中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说明

对特定对象的性质、状态、特征、功能、构造、成因、

用途等进行讲述、介绍或解释的一种表达方式。具有使

文章深入浅出、准确易懂的作用

(续表)



表现手法 作用

象征
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象征手法的“托义于物”也就是
“借此言彼”，主旨含而不露，隐而不晦

先抑后扬引发好奇，感情铺垫

托物言志
寄托作者个人的情感或理念，作者通过描绘事物来表达

内心情感、志向和抱负

借景抒情通过景物的描写，来衬托作者或喜或悲的情感

3.表现手法



表现手法 作用

虚实结合

可以抓住重点，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更鲜明地刻

画人物的性格，凸显事物、景物的特点，更集中地揭示

主旨

动静相衬以动衬静，以静衬动，生动的烘托作用，相得益彰

以小见大
由平凡细微的事物反映重大的主题，突出表现中心，更

有震撼力

(续表)



(续表)

表现手法 作用

渲染、
烘托

渲染，是指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外貌、行为、心理、语言或事
件、环境、景物等作多方面的挥洒铺陈，集中描写，突出人
或事物的本质特点，用以加深主题的一种表现手法。衬(烘)托

是指不直接对主要的人物或事物进行描写，而是对其背景，
与之相关的人或事物加以描绘，使其形象突出。这种写法除
了可以利用反差对比使主要形象更加鲜明外，还能使文章曲
折含蓄，独具风格。二者的不同点：渲染在于对某种事物的
有意重彩泼墨式的描写；衬(烘)托是通过与之有关的其他事物

的描写，对该事物起到映衬作用



表现手法 作用

联想、

想象

联想、想象经常放在一起使用，可以使文章内容更为丰

富，形象更丰满、生动，增添文章的艺术表现力

留白

在文学创作中，留有适当的空白能使读者展开充分的想

象，对文学形象、意境等进行积极的再创造。使作品虚

实相生，达到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无言之美”“此时无
声胜有声”的共鸣效应等

(续表)



二、语言特点三角度

语言特点可以细分为句式特点、语法特点和用词效果三个角

度。

1.句式特点

常见的句式特点有：整散句结合、长短句结合等。

常见的几种句式的表达效果为：①疑问句，吸引读者，制造

悬念；②设问句，提醒注意，引发思考；③反问句，加强语气；

④感叹句，抒情强烈。



这一知识点在句段的表达效果类题型中最常考的是整散结

合。做题时要特别注意句子有没有这一特点。

整句形式上整齐匀称，节奏鲜明，气势连贯，意义鲜明；散

句结构自由，灵活多变，生动活泼。整散结合，可以使文章张弛

有致，波澜起伏，获得相当好的艺术效果。如：郁达夫《故都的

秋》。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

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

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

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前一层整句是散句“南国之秋”的补充，后一层整句是北国
之秋与南国之秋的比较互衬。作者用为人称道的南国之秋的秀美

景色，来渲染、烘托北国之秋的浓烈、隽永。



2.语法特点

这一知识点在句段的表达效果类题型中最常考的是倒装。做

题时要特别注意句子有没有这一特点。

倒装句类型：主谓倒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分句位移等。

作用：突出某一部分，从而起到强调的作用。



(1)主谓倒置。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义勇军进行

曲》)谓语“起来”前置，突出谓语，使歌词的号召力更强。
(2)定语后置。如：听不清！仿佛遥远的地方刮来了一阵飓风，

呜呜的，呼呼的。(杨沫《青春之歌》)定语“呜呜的，呼呼的”后

置，突出了飓风的声音，烘托了牢房里青年学生倾耳细听的认真

氛围。



(3)状语后置。如：早晨/一个小姑娘/默默地读着一本书/在拥

挤而又喧嚣的电车上。(流沙河《电车上的小姑娘》)将状语“在拥

挤而又喧嚣的电车上”后置，既实现了诗的韵律美，又突出了状

语，使小姑娘爱学习的特点表现得更加鲜明。



(4)分句位移。如：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

心仿佛又放在油锅里煎熬。这样的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

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巴

金《小狗包弟》)把条件句移位后，突出了唯一可以终结煎熬的条

件。



3.用词效果

常考的有叠词、动词、形容词、色彩类词等具有表现力的词

语。

(1)理解词语的联想意义。

所谓词语的联想意义是指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语

境，通过联想生发出来的词语的临时意义。它包括：隐喻义、拟

人义和象征义。



(2)理解词语的情感意义。

词语是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按感情色彩可分为褒义词、中性

词、贬义词。



考点一 赏析词语的表达效果

解题指津

赏析词语表达效果的五个角度

一是从词语含义角度分析，常用“词义＋描写对象的特点＋
作品中人物或者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方法。答题模板：……
的意思是……，写出了……的特点，表达了……感情。



二是从词性的角度分析，常用“动词/形容词等＋词语表现特

点＋表达效果( 人物情感等)”这样的方法。答题模板：这个词
是……词，生动地写出了……特点，反映了……状态(表达了……

感情)。

三是从感情色彩角度分析，常用“感情色彩判断(褒贬)＋词语

表现特点＋表达效果(人物情感等)”这种方法。答题模板：……原
本是褒(贬)义词，这里是褒词贬用(贬词褒用)，生动地写出了……

特点，表现了……感情。



四是从修辞手法的角度分析，常用“修辞手法＋词语表现的

特点＋表达效果(人物情感等)”这样的方法。答题模板：这个词采
用了……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的特点，表现了……

的感情(或心理)。

五是从人物描写的角度分析，常用“人物描写的方法(外貌、

动作、语言、神态、心理)＋写出了……的特点，表达了……感情”

这样的方法。答题模板：此处是……描写，写出了……的特点，

表达了……感情。



典题示例

(2022 年全国乙卷)文中画横线的两处，都由三句话并列而成，

但第一处主语“我”只出现一次，第二处主语“你”再三出现，
二者的表达效果有什么差别？请简要说明。

自上中学后，我曾和多位好友去照合影，进了这个面积不大

的地方，交费、开票、整理衣服，就要坐到照相的凳子上了，大

家经常会发出这样的问话：我脸洗得干净吗？眼睛亮吗？牙齿露

出来好，还是不露出来好？我们男孩平时不大在意的问题，照相



的时候会一下子冒出来。不过没关系，旁边总会有别的人提醒：

你脸上粘了个东西，你头发乱了，你牙上有韭菜。那时，小镇上

的孩子们不可能有什么照相的条件，只得依赖照相馆来存放我们

的青春、温情、期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剖析：本题考查学生赏析词语表达效果的能力。第一处是照

相人唯恐自己照出来不好看，因此着急地询问同伴，一连串问题

只用一个“我”字能够突出这种急迫而又兴奋、忐忑的心情。而
第二处是朋友间的互相提醒，这些观察到的问题，如“脸上粘了
个东西”“头发乱了”“牙上有韭菜”并非是一下子都看出来
的，有可能间隔了一点时间；或者这些提醒并不是一个人发出的，

因此连用三个“你”。这样写表现出大家一起去照合影时的紧张
而又兴奋、热闹的情景，也写出当时友爱、互助的美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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