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阅读理解答题技巧 

要培养学⽣的阅读理解的能⼒，除了要注重学⽣平时
的知识积累外，同时也要提⾼学⽣的解题技巧和⽅法，
通过我们长期的教学实践，阅读理解题的解题应分以
下⼏个步骤：  
　　⼀．纵观全⽂，把握主旨  
1、理清⽂章的思路。⽂章的每⼀段、每⼀句话归根
到底都是为阐明中⼼服务的，都归向⽂章的主旨。平
时要学会为⽂章标段，归纳每段意思，归纳中⼼思想
往往是⾏之有效的。  
2、要找寻、读懂⽂章中关键的词句。特别是那些体
现作者立场观点、反映⽂章深层次内容、内涵较丰富、
形象⽣动的词句。尤其是⽂章的开头句、结尾句、独
立成段的句⼦、比喻句、连问句、过渡句、抒情议论
句，⽂章的主旨常常隐含其中。  
① 不要急着去做题，在进⼊题目之前，必须读两遍
⽂章。第⼀遍是速读，重点是理解⽂章的体裁。答题
时切忌还没完整的阅读⽂字材料，就匆匆忙忙地写答
案。最好先把⽂章从头到尾通读⼀遍，对⽂章有⼀个
整体的认识和理解。 
　　学⽣阅读原⽂时有两种⽅式，⼀种叫"顺读法"，
就是先读短⽂后读题目，然后再读短⽂寻找正确答案。
⼀种是采用"倒读法"，就是先读题目后读短⽂，最后
寻找答案。我比较赞成"倒读法"，因为这种阅读⽅法
是带着问题阅读，目的明确，容易集中，能及时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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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解题关系密切的信息，从⽽节省了阅读 时间。
“倒 读法"对表层理解的题目（提问时间、地点、原因
等）效果最好，对深层理解的题目，要从短⽂的整体
内容出发，进⾏概括和总结，分析所提供选项，作出
准确的判断。 
② 画出在⽂章的结构上起过渡、连接作用的词语、
句⼦、段落，画出各段落中的中⼼句，尤其注意段首、
段尾，这些词句往往就是回答问题时需要重点研读的，
通过找重要的词句进⼀步理解⽂章的思路，结构层次。

③ ⼼中要有⽂体意识，找出画龙点晴的句⼦。要找
到阅读理解要求的关键字、词或句⼦所在段落，要求
学⽣在阅读⽂字材料时有重点地圈下来，然后再来重
点理解与分析，目的是为了弄清题意，直接提取从⽂
中提取有效的信息。如果试题要求用⽂中原话回答的，
就可以直接用原话作答，如果没有明确要求用⽂中原
话作答的，我们就可以“从⽂章中提取信息”来回答问
题，就是挖掘出⽂中隐含的信息和深层含义然后作
答。  
⼆、审真审题，定向扫描  
　　阅读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地审题，抓住了审题这个
关键，就找到了答题的诀窍。语⽂阅读的审题，就是
要仔细分析题目，把握题目要求，即是把握题目中包
含的与答案相关的各种信息。这是答题的第⼀步，也
是最关键的⼀步。题目⼀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是⽂
章作者的话，⼀是命题者的话。设置题目的目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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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限定答题内容；同时，命题者为了使考⽣不⾄于
茫然⽆绪，往往又会在题目中提示答题内容在⽂中的
位置，甚⾄限定了在哪⼀段或哪个句⼦中。这样我们
就可以根据题目的提示，找出每⼀道题的出题点，锁
定答题区间，具体到段、句、词。只要找准了原⽂中
的相关区域，认真揣摩上下⽂的⽂意，准确抓住关键
词句，准确地把握住答案的有关信息，⼤多数题目的
答案是能够在原⽂中找到的。  
　　总之，题目提示了答题范围，题目规定了答题角
度，题目提供了答题思路，题目隐含了答题信息，题
目体现了答题规律。  
　　三、筛选组合，定向表述  
　　⽂学作品阅读多为主观题，其题目不仅能显示答
题的区域，还能显示答题的⽅式。要站在命题⼈所
“问”的角度回答问题，问什么答什么，使所答充分、
到位、准确、有条理。整合时⼀定要确保⽂通句顺。 
牢记：  
　　1、弄清题目中所具有的态度或倾向  
　　遇到的题目如果是否定形式，就采用先反后正的
答题⽅式，避免遗漏要点；遇到的题目如果是肯定形
式，就采用正面的答题⽅式。  
　　2、弄清题目语⾔的构成形式，确定答题语⾔形
式。  
　　题目的结构，是表意的外在形式，暗示着语句含
义由哪些⽅面构成，分析结构可以提示考⽣答题时如
何组织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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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弄清题目中作者的话和命题者的话  
　　题目中出现作者的语句，⼀般是学⽣要理解和分
析的对象，⽽命题者的话⼀般起到引导学⽣明确解答
重点或者提供限制条件的作用。  
　　4、变含蓄为直接，变分说为概括。  
　　现代⽂阅读材料多为散⽂，语⾔不仅有丰富的内
涵，还很讲究艺术技巧。有的含蓄委婉，有的⽣动细
腻，有的形象具体。具有这些特点的语句在⾼考中历
来成为考查的重点。组织答案的时候首先要整合⽂中
的相关信息，在原⽂中找出相关段落所传达的信息的
共同点，然后利用⽂中附着信息共同点的那些具体的、
形象化的语句，把这些具体形象化的语⾔转换为抽象，
概括性的语⾔，即为所需答案。  
　　5、多从原⽂中筛选、提炼、整合语句作答。  
　　现代⽂阅读的考查目的在于把握并理解作者在⽂
中所要传达的信息，因此，要依照作者的思路来理解
作品，多从原⽂中寻找答案。但并不是直接摘抄，有
时以⽂章中的词或句为基础略作改写来作答，有时要
求综观全⽂，从各段中提取相关信息加以整合。这类
题在⾼考中出现最多。  
　　另外，要弄清试题中常用的名词术语。 表达⽅
式、 写作⼿法，、修辞⼿法、修辞⼿法、 语⾔特
点、 说明⽅法、说明顺序、论证⽅法、论证⽅式、
理论论据、思想感情等  
语⽂阅读理解教学中发现，许多学⽣因为不懂得正确
的解题⽅法和技巧的要领，往往失分较多，且⼤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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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非常可惜，甚⾄是⽆谓的失分。因此，我们在平时
对学⽣的阅读理解训练时，我们⼀定要遵循正确的教
育规律，交给学⽣正确的解题⽅法和技巧，让学⽣学
得轻松和放松，才能真正做到事半⽽功倍，取得阅读
教学的良好效果。 
初中语⽂阅读理解答题技巧 
内容提要：根据新课标及目前中考的实际情况，中学
语⽂阅读理解在考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学
⽣在这⽅面失分很多，本⽂概括了阅读理解考试中的
典型题型，并告诉我们相应的答题技巧。 
关键词：阅读理解    新课标   典型题型   答题技巧 
现在全国各地的初中语⽂教学和考试都在进⾏⼤的变
⾰，体现在中考上有这么⼏点：⼀是基础知识比重进
⼀步缩小，⽽且涉及的多为背诵及⽂学常识；⼆是现
代⽂阅读从课内转向课外，目前绝⼤多数省市只考课
外篇目；三是由客观性试题转向学⽣可以自由发挥的
主观性试题，⽽且答案并不唯⼀，只需⾔之成理。因
此，现代⽂课外阅读实际上已成为初中语⽂的半壁江
⼭。目前来讲，学⽣的语⽂学习在应试过程中，基础
知识部分的内容是掌握得不错的，关键是阅读理解部
分的内容，学⽣之间的差距就显示出来了，从平时列
次考试结果情况分析来看，学⽣语⽂考试成绩的差异
主要就集中在阅读理解上。 
初中《语⽂新课程标准》“阅读”⼀项规定，“4、在通
读课⽂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
推敲重要词句在语⾔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5、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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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和表达有自⼰的⼼得，能提出自⼰的看法和
疑问，并能运用合作的⽅式，共同探讨疑难问题。6、
在阅读中了解叙诉、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
⽅式。7、能够区分写实作品与虚构作品，了解诗歌、
散⽂、小说、戏剧等⽂学样式。8、欣赏⽂学作品，
能有自⼰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
得对自然、社会、⼈⽣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
情倾向，能联系⽂化背景作出自⼰的评价；对作品中
感⼈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的体验；品味作品中
富于表现⼒的语⾔。9、阅读科技作品，注意领会作
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法。”从以上⽂
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各项阅读理解的试题就是根据
课程标准要求设计的。 
我们在统计分析中还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有些平时
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的学⽣，在阅读理解题上失
分却较少，⽽有些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好的学⽣，在阅
读理解题上却失分较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对
于阅读理解题，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出题规律，并
记住如何针对各种特定问题去进⾏解答的技巧。 
综观各地中考试卷中阅读理解的题型，不外乎有以下
⼏种类型，下面我们⼀⼀加以解析。当然在回答所有
问题之前，我们每⼀位同学都应该把阅读⽂章认真仔
细的看⼀遍。 
1、            ⽂章开头⼀段的某⼀句话在⽂章中的作用，
中间某段或句的作用，最后⼀段某句的作用。 
对于这种题型我们可以从两个⽅面来回答：对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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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问题，从结构上来说，是落笔点题，点明⽂章的
中⼼，开门见⼭，总领全⽂，或起到引起下⽂的作用；
从内容上来说，是为下⽂作铺垫和衬托，为后面某某
内容的描写打下伏笔。中间某段的问题，在结构上是
起到承上启下、过渡的作用。最后⼀段或某句的作用
是总结全⽂，点明⽂章主旨，让⼈回味⽆穷，并与题
目相照应。 
2、         ⽂章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这需要根据⽂章的具体内容来回答，常见的有歌颂、
赞美、热爱、喜爱、感动、⾼兴、渴望、震撼、眷念、
惆怅、淡淡的忧愁、惋惜、思念（怀念）故乡和亲⼈、
或者是厌倦、憎恶、痛苦、惭愧、内疚、痛恨、伤⼼、
悲痛、遗憾等。⼀般作者的情感可以从⽂章的字里⾏
间可以看出来的，有的也许写得比较含蓄，有的是直
抒胸臆。 
3、         概括⽂章主旨。 
对于这种题目，在回答之前⼀定要把全⽂仔细看⼏遍，
然后可以用这样的关键词来进⾏回答：“通过…… 故
事，歌颂（赞美）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揭示了……的深刻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中去找，在
⽂章的每⼀段特别是第⼀段或最后⼀段的第⼀句或最
后⼀句，⽂章中富有哲理性的句⼦往往是作者所要表
达的主题。 
4、            ⽂中划线句⼦运用了什么表达⽅式？有什么
作用？ 
看到这种类型的题目，我们首先要看⼀看这⼀句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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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表达⽅式，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特
别是描写中又分为⼈物描写、景物描写和带综合性的
场面描写。⽽⼈物描写还可细分为语⾔描写、动作描
写、⼼理描写、肖像描写和细节描写，描写的作用是
使⽂章⽣动、形象、感⼈。抒情的运用，能增强⽂章
的感染⼒，突出⽂章的中⼼。如果⽂中有⼀些神话故
事、民间传说以及自然界当中的神奇景象的描述，它
的作用是增加了所写内容的神秘⾊彩,引起读者的兴
趣。 
5、        ⽂中某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法？有什么作用？

修辞有很多，常用的有8种，比喻、比拟、夸张、排
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其中考得最多的是比
喻、拟⼈、夸张、排比，比喻的作用有三：⼀是使深
奥的道理浅显化，帮⼈加深体味；⼆是使抽象的事物
具体化，叫⼈便于接受；三是使概括的东西形象化，
给⼈鲜明的印象。拟⼈的作用是可以使读者不仅对所
表达的事物产⽣鲜明的印象，⽽且感受到作者对该事
物的强烈感情，运用拟⼈表现喜爱的事物，可以把它
写得栩栩如⽣，使⼈倍感亲切自然；表现憎恨的事物，
可以把它写得丑态毕露，给⼈以强烈的厌恶感。夸张
的作用是可以深刻地表现作者对事物的鲜明的感情态
度，从⽽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通过对事物的形象渲
染，可以引起⼈们丰富的想象，有利于突出事物的本
质和特征。排比的作用在于能突出⽂章的中⼼，表达
强烈奔放的情感，增强语⾔的⽓势；是提⾼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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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环节。还有叠词、短句使用，使⽂章富有节奏
感，具有音韵美，读起来朗朗上⼝。  
还有⼀种修辞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引用，有时阅读理解
中会有引用的诗句、名⼈故事、还有名⼈语⾔或名⼈
著作中的有关内容，问题会有“⽂章中引用的内容有
什么作用？”，这种题目回答时要注意答到这样两个
关键词，⼀个是“衬托了记述对象的品质，突出了主
⼈公的某种精神”。 
对以上类型的问题必须要结合⽂章的具体内容来回答。

6、           ⽂中某句话有什么含义？或告诉我们什么深
刻的道理？请说说你的理解。 
这种问题的回答不是简单地从⽂中寻找现成的句⼦就
可以解决的，这需要我们的同学平时多读多看多积累，
多看并记住⼀些富有哲理性的名⾔警句，这样才能真
正地理解⽂章的意思，丰富回答内容，用自⼰的语⾔
把自⼰对⽂章的理解准确地表达出来。 
7、比较阅读理解。 
有时考试会把课内⽂章和课外与之相似内容的⽂章进
⾏比较阅读，对于这种类型的题目，我们可以从⽂章
的内容、写作特⾊、感情基调等⽅面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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