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段阅读题答题总原则： 

　　(1) 先读题后读⽂文。读题时注意从题⼲干中找出“题眼”（即答题关键点），带着问题读

⽂文，使阅读具有明确的⽬目标。 

　　(2) 读⽂文时，要注意整体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意思。 

　　(3) 准备答题时，必须再次细读题⽬目，找准“题眼”。 

　　(4) 答题时，具体题⽬目涉及到相关段落，要对这些段落反复研读；如涉及全篇，则要再

读全⽂文。 

　　1、⽂文章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剧本、说明⽂文、议论⽂文 

　　2、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3、散⽂文种类：（1）叙事散⽂文（2）抒情散⽂文 

　　4、散⽂文特点：形散⽽而神不不散。 

　　5、⼩小说种类：⻓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 

　　6、⼩小说三要素：⼈人物、环境、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7、记叙⽂文的表达⽅方式：记叙、议论、抒情、描写、说明。 

　　8、找主题句句：找⾸首段或尾段的议论、抒情句句。 

　　9、⽂文眼: 标题是“⽂文眼”，统帅全⽂文（新闻）；有时交代主要⼈人物、故事情节，有时交

代主要事、物（“物”象征意义）；有时还是“线索”。 

　　10、材料料组织特点：紧紧围绕中⼼心；选取典型事件；剪裁得体；详略略得当。 

　　11、划分层次： 

　　（1）按时间划分（找表示时间的短语） （2）按地点划分（找表示地点的短语） 

　　（3）按事情发展过程（找各个事件） （4）总分总（掐头去尾） 

　　以写事为主的⽂文章： 

　　①．按事情发⽣生发展的先后时间分析； ②．按事情发⽣生发展的地点转换分析； 

　　③．按事情发展的阶段分析。 

　　以写⼈人为主的⽂文章： 

　　①、按⼈人物成⻓长的阶段分析； ②、按⼈人物所在的不不同地点分析； 

　　③、按表现⼈人物不不同性格特征的不不同条件分析； ④、按⼈人物感情的变化分析。 

　　以写景状物为主的⽂文章： 

　　①、按⼈人物观察景物的观察点的变化，即空间变化分析； 

　　②、按不不同时间的不不同景致的变化，即时间变化分析。 

12、记叙的线索及作⽤用： 

　　线索：（1）核⼼心⼈人物 （2）核⼼心事物 (3)核⼼心事件 

　　（4）时间 （5）地点 （6）作者的情感 

　　作⽤用：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一起，使⽂文章条理理清楚、

层次清晰。 

　　答题套路路： 

　　如：⽂文章以“……”线索，中间串串写了了“……”、“……”⼏几件事，组成⼀一种“冰糖葫芦”的“串串”

式结构，选材典型，脉络清晰，主旨鲜明。 



　　13、为⽂文章拟标题：找⽂文章的线索或中⼼心。 

　　（1）核⼼心⼈人物（2）核⼼心事物(3)核⼼心事件（6）作者情感 

　　14、记叙的顺序及作⽤用： 

　　（1）顺叙（按事情发展先后顺序） 

　　作⽤用：叙事有头有尾，条理理清晰，读起来脉络清楚、印象深刻。 

　　（2）倒叙（先写结果，再交待前⾯面发⽣生的事。） 

　　作⽤用：造成悬念、吸引读者，避免叙述的平板单调，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3）插叙（叙事时中断线索，插⼊入相关的另⼀一件事。） 

　　作⽤用：对情节起补充、衬托作⽤用，丰富形象，突出中⼼心。 

　　（4）平叙（略略） 

　　15、语⾔言特⾊色： 

　　（形象⽣生动、清新优美、简洁凝练、准确严密、精辟深刻、通俗易易懂、⾳音韵和谐、节

奏感强等） 

　　答题套路路：这篇⽂文章语⾔言（⾃自然朴素或⽣生动优美）如“……（摘录⽂文章中的相关句句

⼦子）”，它“……（适当地选⼊入下⾯面词库摘抄的语⾔言）”。 

　　例例句句：这篇⽂文章语⾔言优美⽣生动，如“让⼈人了了却忧虑，悠游其中” 、“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

情绪”、“攫⾛走你紧紧扯在⼿手⾥里里的轻愁”等，笔意超逸，清新隽美，富有诗意，给⼈人留留下不不尽

的余味。（《夏之绝句句》） 

　　注意：结合语境和修辞⽅方法从下列列语句句中选择。⼀一定要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来选⽤用恰

当的词语，切莫张冠李李戴。 

　　附：朴实⾃自然的语⾔言赏析词库： 

　　（1）、朴实⽆无华 （2）、写得晶莹澄澈，明润⽆无疵，如诗如画 

　　（3）、⾔言简意赅，清真雅洁，朴素⾃自然 （4）、语⾔言简洁，⽓气势纵横 

　　（5）、⽂文字洗练，意境深邃 （6）、语⾔言朴实活泼，节奏明快，上⼝口顺⽿耳 

　　（7）、⽂文辞畅达，沉静雅洁 （8）、平易易省净的语⾔言，运笔飘逸流动，设⾊色素淡⽽而隽

永…… 

　　⽣生动优美的语⾔言赏析词库： 

　　（1）、⽂文笔凝练，刻画传神 

　　（2）、细致传神的描绘，使⾏行行⽂文摇曳多姿，富于变化，主题鲜明突出 

　　（3）、含蓄隽永，耐⼈人咀嚼，发⼈人深思，给⼈人留留下不不尽的余味 

　　（4）、笔意超逸，九曲回肠，有绘画的⾊色彩美，也有诗的韵味美 

　　（5）、汹涌豪迈的⽓气垫，清丽隽永的⻛风格，稳健深沉的笔触 

　　（6）、⾎血⾁肉丰富，意蕴深刻语⾔言深沉缠绵，感⼈人肺腑 

　　（7）、⼤大笔泼墨墨，尽情挥洒 （8）、说理理深刻，内容厚重 

　　（9）、语⾔言⽓气垫壮阔，精练凝缩，激动⼈人⼼心 （10）、深婉隐约，耐⼈人寻味 

　　（11）、语⾔言优美，富有诗意，撼⼈人⼼心扉 （12）、⾏行行⽂文起伏跌宕，含义深邃隽永…… 

　　16、写作⼿手法及作⽤用： 



　　（对⽐比、烘托、欲扬先抑、巧设悬念、以⼩小⻅见⼤大、开宗明义、卒章显志、托物⾔言志（即

象征）、寓事于理理、情景交融、夹叙夹议……） 

　　答题套路路：这篇⽂文章采⽤用“XX”的⼿手法，作者通过“……（⽂文章相关内容）”使⽂文章写

得“……” 

　　例例句句：这篇⽂文章采⽤用象征的⼿手法作者通过对北北⽅方⽩白杨树的赞颂，来赞颂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广⼤大军⺠民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和团结向上的精神，它使⽂文章意蕴含蓄，情感激越，

作者的赞美之情藉此得到淋淋漓尽致的抒发。 

　　（1）拟⼈人⼿手法：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化，从⽽而达到

形象⽣生动的效果。 

　　（2）⽐比喻⼿手法：形象⽣生动、简洁凝练地描写事物、讲解道理理。 

　　（3）夸张⼿手法：突出⼈人或事物的特征，揭示本质，给读者以鲜明⽽而强烈烈的印象。 

　　（4）象征⼿手法（托物⾔言志）：把特定的意义寄托在所描写的事物上，表达了了……的

情感，增强了了⽂文章的表现⼒力力。 

　　（5）对⽐比⼿手法：通过⽐比较，突出事物的特点，更更好地表现⽂文章的主题。 

　　（6）衬托（侧⾯面烘托）⼿手法：以次要的⼈人或事物衬托主要的⼈人或事物，突出主要的

⼈人或事物的特点、性格、思想、感情等。衬托，同类事物衬托是“正衬”，相反事物衬托是

“反衬”；以次衬主。 

　　（7）讽刺刺⼿手法：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段和⽅方法对⼈人或事物进⾏行行揭露露、批判和嘲笑，

加强深刻性和批判性，使语⾔言⾟辛辣幽默。 

　　（8）欲扬先抑：先贬抑再⼤大⼒力力颂扬所描写的对象，上下⽂文形成对⽐比，突出所写的对

象，收到出⼈人意料料的感⼈人效果。 

　　（9）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使情节完整、结构严谨、中⼼心突出。 

　　17、修辞⽅方法及作⽤用： 

　　答题套路路：这篇⽂文章运⽤用了了XX的修辞⼿手法，如“……（某⼀一段话）”；运⽤用了了“XX”的修

辞⼿手法，使(能)“……”（套修辞作⽤用） 

　　注意：在写作时⼀一定要结合⽂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写，否则就会很空。 

　　附：常⻅见的⼏几种修辞⼿手法的表达作⽤用 

　　（1）⽐比喻：形象⽣生动、简洁凝练地描写事物、讲解道理理，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

性、化抽象为具体，使⼈人易易于理理解。 

　　（2）拟⼈人：赋予事物以⼈人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动作，使物⼈人格化，使之更更形象，

从⽽而达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3）夸张：突出特征，揭示本质，给读者以鲜明⽽而强烈烈的印象。 

　　（4）排⽐比：条理理清晰，节奏鲜明，增强语势，⻓长于抒情，使语⾔言更更有表现⼒力力，更更有

⽓气魄。 

　　（5）对偶：使句句式整⻬齐，结构⼀一致，形式优美，⾳音韵和谐，互相映衬，互为补充。 

　　（6）反复：强调某种意思，更更能突出⽂文章主题，观点鲜明。抒情强烈烈，富有感染

⼒力力。 

　　（7）设问：⾃自问⾃自答，引⼈人注意，启发思考。 



　　（8）反问：态度鲜明，加强语⽓气，强烈烈抒情。 

　　（9）引⽤用：使内容更更真实、准确、深刻、精密。 

　　（10）反语：增加讽刺刺意味，使表达更更深刻，更更有⼒力力度。 

　　（11）对⽐比：形成强烈烈反差，加强读者的印象，突出⽂文章的中⼼心。 

　　18、⽂文段中关键词语、短句句的分析。 

　　在题⽬目的题⼲干中出现了了加引号的词语或句句⼦子，往往表明分析的对象源出于原⽂文，在分

析时应贯彻这样的原则： 词不不离句句→句句不不离段→段不不离篇，抓住关键词，分析它的特点及

含义，联系上下⽂文再解释。也就是说⼀一定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考虑。 
  

  

  

　　19、关键句句⼦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①点明题旨的句句⼦子；②描写、议论、抒情的句句⼦子；③总结全⽂文的句句⼦子；④起承转合的

句句⼦子（如相互照应的句句⼦子和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过渡句句）；⑤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句句⼦子（如

⽐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反语、设问、反问，特别是引⽤用的句句⼦子）。理理解

关键句句⼦子主要是指能体味句句⼦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如作者在字⾥里里⾏行行间流露露出的喜怒怒哀乐、

褒贬态度及思想倾向等。同时要理理解句句⼦子在⽂文中的功能、作⽤用、特点。 

　　20、分析记叙⽂文语段中分析⼀一句句话： 

　　要紧扣住⽂文章所渲染的特定⽓气氛、表达的感情、⼈人物形象的特点等。 

　　（1）、句句中⽤用了了关联词“虽然……但是……”，这组关联词表转折关系；⽤用了了关联词

“不不但……⽽而且……”之类，这类关联词表递进关系，两者⽤用意都在于强调后者。 

　　（2）、倒装句句的作⽤用：往往是强调前置（即调到前⾯面）的部分，例例如：“甚矣，汝之

不不惠”就是为了了强调“汝之不不惠”的程度是“甚矣”。 

　　（3）、评价、赏析⼀一句句话：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先评写作特⾊色、语⾔言特⾊色，如⽤用了了

什什么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语⾔言或⽣生动或优美或讲求对称或准确严密……再评思想内涵，

即阐明这⼀一句句表达了了什什么观点，给你什什么感受、启迪、教育…… 

　　21、句句⼦子在结构上的作⽤用分析： 

　　（1）、对上⽂文（或全⽂文）：照应上⽂文、⾸首尾呼应、总结上⽂文（或全⽂文）； 

　　（2）、对下⽂文：引起下⽂文，打下伏笔、作铺垫； （3）、对上下⽂文：承上启下（过

渡）。 

　　22、理理解词语在选⽂文中的意思和在语境中的含义： 

　　⽅方法：联系词语本义，解释在⽂文中的含义，找出其指代的具体内容。 

　　答题套路路： “X X”⼀一词原指……，这⾥里里指……，起到了了……的作⽤用。 

　　解答这类题⽬目，要注意两点：①是这个词可能不不再具有词典中的含义，⽽而是特定语境

中的特殊含义。②是要理理解词语的语境含义⾸首先必须正确理理解词语所在的语境。如《藤野

先⽣生》⼀一⽂文中“实在是标致极了了”⼀一句句中的“标致” 

　　23、给⽂文段拟题： 

　　（1）、看开头、看结尾、看中⼼心句句、看过渡句句、看反复出现的句句⼦子。、 



　　（2）、语⾔言要求简练，⼀一般在6个字左右。 

　　24、根据阅读短⽂文的感受谈⾃自⼰己的看法或体会： 

　　1、⽤用第⼀一⼈人称； 

　　2、采⽤用1＋2或1＋3的形式，先⽤用⼀一句句话概括出⾃自⼰己的看法或体会，再⽤用两三句句话谈

谈理理由，可以摆事实、也可以讲道理理，如题⽬目有相关要求，还要注意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25、根据语境，补写⼼心理理活动： 

　　1、必须⽤用第⼀一⼈人称；2、必须仔细研读具体语境。 

　　26、⽂文段中事例例的概括： 

　　（1）、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人物＋事情； 

　　（2）、其他要素如：时间（季节、年年代）、地点、环境如果有特定意义，也应概括

在内。 

　　27、划分段落、层次。概括段意、层意： 

　　（1）划分段落、层次：要注意理理清⽂文章的线索，可按时间或空间转换、事件的发⽣生

经过、内容的、表达⽅方式变换或感情的变化逻辑关系（总分式、层进式、并列列式）来划分；

借助⽂文章中的过渡性的段落、句句⼦子和词语，表时间变化的语句句，表地点转换的语句句，还要

注意⼈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其中⼩小说还可以按情节的四个环节来划分（序幕）开端、发展、

⾼高潮、结局(尾声)。 

　　（2）学会概括段意、层意。 

　　概括段意、层意可采⽤用下列列⽅方法：①抓⽂文段的中⼼心句句。即⽤用表明作者观点的话来概

括。②⽤用概括法。即是⽤用最简洁的⽂文字说明各层写了了什什么或⽤用⽂文中现有的关键词⾃自⼰己组合

成句句来概括。③把两个或两个以上意思的段落概括出联合段意。总之要求：完整、简洁、

明确。 

28、词语的⽐比较（选词填空）： 

　　（1）、⽐比较词义，尤其是意思相近的词，⼀一定要仔细辨别两个词在程度、适⽤用范

围、感情⾊色彩的⽅方⾯面的区别。 

　　（2）、选好之后应该将相关句句⼦子多读⼏几遍，反复体会。 

　　29、记叙⽂文的⼈人称： 

　　（1）第⼀一⼈人称：以“我”的⼝口吻或者⻆角度展开记叙。第⼀一⼈人称的“我”有时是作者本⼈人，

有时是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即经过艺术加⼯工的“我” 。经过了了虚构，就不不是作者本⼈人；把⽣生

活的真实的我记录下来，这就是作者本⼈人。 

　　作⽤用：便便于直抒胸臆，读来有亲切感和真实感。 

　　（2）第三⼈人称：以第三者的地位叙述⽂文章中的⼈人物、事件、场景等。 

　　作⽤用：不不受时空限制，能够从多⽅方⾯面⾃自由叙述。 

　　（3）注意：有的⽂文章中运⽤用了了第⼆二⼈人称代词，⼀一般多是出现在⽤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

称的叙述⾥里里，实际上仍是站在第⼀一⼈人称或是第三⼈人称的⻆角度写的。 

　　作⽤用：可以增强⽂文章的抒情性和亲切感，便便于感情的交流。 

　　30、记叙⽂文中的描写：记叙⽂文中的描写分⼈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 



　　（1）、⼈人物描写⼜又细分为：（1）肖像描写 （2）外貌描写（3）神态描写（4）动作

描写 （5）语⾔言（对话）描写 （6）⼼心理理描写 

　　另外，⼈人物描写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以分为：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细节描写。 

　　⼈人物描写作⽤用：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揭示⽂文章主题。 

　　（2）、环境描写⼜又可以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句句的主要作⽤用： 

　　（1）、表现地域⻛风光，提示时间、季节和环境特点； （2）、推动情节发展； 

　　（3）、渲染⽓气氛； （4）、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心情、感情）； （5）、突出、深

化主题。 

　　社会环境描写的主要作⽤用： 

　　(1)、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 

　　(2)、在回答时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时代背景，指出⽂文段中环境描写的相关语句句揭示了了

什什么样的社会现实。 

　　31、记叙⽂文的提炼中⼼心、主题： 

　　要注意体会本⽂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以及蕴涵在⽂文中的思想感情。注意

⼀一些常⽤用词语，如概括主要内容，⼀一般⽤用：本⽂文记叙了了……，描写了了……，介绍了了……，

通过……，等等，如概括写作⽬目的和思想感情，⼀一般⽤用：表达……、抒发……、赞

美……、歌颂……、揭露露……、鞭挞……、讽刺刺……、说明……、揭示……、反映……

等。 

　　32、记叙⽂文中议论： 

　　记叙⽂文中议论是以记叙为基础，对记叙的内容进⾏行行分析或评论。“叙”主体，“议”是附属

成分，不不可本末倒置；“议”是“叙”的⾃自然发⽣生，并不不是强加上去的。“议”宜短不不宜⻓长，点到

为⽌止，不不可以“议”代“叙”。 

　　记叙⽂文的议论有三种⽅方式：先叙后议、先议后叙、夹叙夹议。 

　　作⽤用：可起到承上启下；统领全⽂文；引发读者思考；点明⼈人物或事件的意义；突出中

⼼心；升华主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3、记叙⽂文中抒情：分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 

　　直接抒情是指作者或主⼈人公直接倾吐内⼼心感受的抒情发式； 

　　间接抒情是指寄情于景，融情于物，感情流露露于写⼈人记事、写景状物的字⾥里里⾏行行间的抒

情⽅方式。 

　　注意：阅读散⽂文时，要特别注意⽂文章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的特点。 

　　作⽤用：抒发作者真挚深沉的情感，引发读者的感情共鸣，使⽂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力。 

　　34、记叙⽂文中的说明： 

　　记叙⽂文中的说明是记叙中的补充交代，⼀一般要求⽂文字简明扼要。 

35、记叙⽂文中的过渡及照应。 

　　（1）过渡：过渡是段落层次连接的桥梁梁。 

　　要求：恰当、巧妙，能够使⽂文章连贯、布局慎密、转承⾃自然。 

　　过渡时⼀一般⽤用词语、句句⼦子、段来过渡。 



　　作⽤用：过渡能在段与段、层次与层次之间起到纽带作⽤用或穿针引线、承上启下、组织

成篇的作⽤用。 

　　（2）照应：照应是指上下⽂文之间的相互照顾和呼应，包括交代和照应两个⽅方⾯面。交

代是对后⾯面要表现的内容在前⾯面适当地提示⼀一下；照应是对前⾯面提示的内容的回答。 

　　照应可以分为：开头（起段）与题⽬目的照应、开头与结尾的照应、前设悬念后有照应

（即⽂文章前后照应，或称：相互照应）、相同或相近的语句句、段复迭式照应。 

　　36、续写⼩小说结尾。 

　　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规律律续写，要简洁含蓄，富有哲理理，引⼈人深思。 

　　37、⽂文段（各种⽂文体）中指代词指代对象的判断： 

　　（1）、常考的指代词有：这、那、这些、那些、其他、以上、如此、此……； 

　　（2）、⼀一般是往前找； 

　　（3）、找到之后，将找到的内容放在指代词所在句句中读⼀一读，看是否适合。 

　　38、⽤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 

　　（1）、这种题⽬目往往就是限定不不能直接原⽂文中的语句句来回答，从另个层⾯面上来说，

也就是暗示你原⽂文中有相关语句句，所以你⾸首先应该找出原⽂文中的相关语句句； 

　　（2）、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原⽂文中的语句句变成⾃自⼰己的话，可以采⽤用下列列⽅方法： 

　　①概括⼤大意法，适⽤用于原⽂文相关句句⼦子较⻓长的情况； 

　　②翻译句句⼦子法，适⽤用于⽂文⾔言⽂文语段； 

　　③解释重点词法，适⽤用于原⽂文语句句中有⽣生僻词； 

　　④变换句句式法，适⽤用于原⽂文使⽤用的是疑问、设问、反问的语意未能完全明确的句句⼦子，

⽽而题⽬目⼜又要求作出明确表达的情况。 

　　39、开放性阅读试题的解答： 

　　这类试题实际就是要考查学⽣生对选⽂文内容或重要句句⼦子的感悟能⼒力力。要求学⽣生把阅读与

⽣生活、阅读与写作、阅读与学习⽅方法、阅读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要求根据选⽂文材料料谈看法、感受和启示；（2）、结合

实际阐述对选⽂文内容的理理解；（3）、对⽂文中的⼈人物进⾏行行评说；（4）、根据⽣生活、学习经

验，判断优劣，对选⽂文材料料谈⾃自⼰己独到的⻅见解；（5）、联系实际对⽂文中说明的现象提出

合理理化建议和设想；（6）、调动知识的积累，考查选⽂文材料料由内向外的延伸和课本外与

内的联系（如理理解选⽂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作品中的⽂文学典型、名句句等）；(7)、发挥联

想、想像补写有关内容；(8)、对⽂文中的艺术⼿手法或美点进⾏行行赏析。 

　　答题套路路： 

　　这⼀一类型的题⽬目它都会要求考⽣生“谈谈你的看法”，“你认为……”只要符合⽂文题要求，所

谈内容⾔言之成理理即可得分 

　　(1)表达时最好要有标志性语⾔言。在答题时可以⽤用“我认为……。⽐比如……”这样的标志

性语⾔言。先⽤用“我认为……。”⾔言简意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2）、再⽤用“⽐比如”、“例例如”之类的词语，运⽤用举例例论证或道理理论证来⽀支撑⾃自⼰己的观

点。这样，不不仅给阅卷⽼老老师留留下观点鲜明之感，⽽而且给⼈人以条理理清楚，论证有⼒力力的良好印

象。 



　　（3）、表达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贴近⽣生活实际。 

　　（4）、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5）、语⾔言要通顺，表达要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