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文知识点总结：记叙文文体知识要点

(1) 以记叙文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叫记叙文.语言特点,生动,形象.

(2) 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作者对生活的看法,就是记叙文的中心,也叫中心思想.中心

思想是依靠人,事,景,物这些材料来表的.因而记叙文的材料必须为中心思想服务,做到中心

明确,集中.

(3) 记叙文的顺序主要有几种:顺叙,倒叙,插叙.

顺叙:按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的过程记叙. 倒叙: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

到文章的开头写,然后再按时间顺序写事件的经过. 插叙:在记叙过程中,有时需要插入另一

些有关的情节,然后再按着记叙原来的事情.

(4) 记叙文中的详略安排应该是能突出中心的材料应该详写;与中心有关系,但是不很

重要的材料,应该略写;与中心无关的材料应该舍弃.这样,才能使记叙的中心集中,鲜明,突

出.

(5) 记叙文的样式常见有:对现实生活中典型人物和事迹作具体报道的通讯.用文字语

言和文学手法描述真人真事的特写.记叙山川景物,旅途见闻为主的游记. 追忆本人或生活

经历和社会活动的回忆录,传记,访问记等.它们共同特点是:所写内容必须真实,不容许随意

夸大或缩小事实,更不能编造虚构,即要有真实性;对所写的内容又要求作必要的加工.力求

文章中心突出,形象鲜明,构思精巧

(6) 特写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样式,它截取人物或事件的某个片断,细致地加以描述.

(7) 传记一般分两类:一类记叙自己的生平;一类记叙他人的生平。传记的主要特点是实

录，要求实事求是，不允许虚构夸张。传记在表达上以记叙为主，也可以适当插入议论，描

写。传记记叙的顺序一般以时间为序。人物和人物故事的区别在于人物故事只要具体写出人

物的某个事件或某几件事就行了。小传则要求写出人物的出生地，出生年月，主要经历等。

人物自传的繁简区别在于自传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不同写法，可以写自己全部经历，也可以写

自己某个时期的经历。

初中语文知识点总结：议论文文体的知识要点

(1)生活中少不了议论，讲道理，发表意见就是议论。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就

是议论文。



(2)议论总要提出看法或主张，这种看法或主张就是论点，用来证明论点的材料就为论

据，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即为论证过程。

(3)用以证明论点的材料有两大类：事实材料(事实论据)即确凿的事例;史实;统计数字

等。理论材料(道理论据)即名人名言;警句;格言;科学原理;自然定律;马列毛泽东思想。

(4)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议论文的基本论证方法：摆事

实，讲道理。论证方式：立论，驳论。所谓立论就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驳论就是批驳错

误的观点。

(5)一事一议议论文的写作特点：借事发表议论，就事说明道理。而从“事”到议。又

必须理出并把握两者的联系点，才可顺理成章地展开议论，这事“一事一议”的关键。

(6)议论文常见的有几种样式：社论，评论，学术论文，专题讨论，杂感，随笔以及侧

重 1 于议论性的讲演词，书信等。在以上样式中，有理论性较强的，有文艺性较强的。

初中语文知识点总结：说明文文体知识要点

(1)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按一定的要求解说事物或事理的文章称为说明文。说明文

的语言特点：准确，平实，简洁。

(2)说明事物的前提是抓住事物的特征。所谓特征就是事物间相互区别的标志。

(3)说明文的说明顺序有：空间顺序，时间顺序，逻辑顺序，(有总说后分说，先主要后

次要，先原因后结果，由现象到本质，由性能到功用等)

(4)常用的说明方法有：分类别，作解释，举例子，打比方，作比较，用数字，列图表。

(5)说明文按说明对象和内容分有：说明实体事物和说明抽象事理两大类。说明文按写

作方法和表达方式分有：平实性说明文和文艺性说明文。

(6)平实性说明文和文艺性说明文的区别在于：平实性说明文纯用说明的表达方式，语

言朴实简明，内容具体，切实使人读了就能明白。如自然科学的各类教科书。科技信息资料，

实验报告，说明书等。文艺性说明文以说明为主，辅以叙述，描写，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

并常用借助一些修辞方法，形象化地介绍事物或阐述事理，使读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还能

得到艺术的享受，这类说明文通常称知识小品或科学小品。

(7)说明文的描写和记叙文中的描写区别：a 目的不同：记叙文中的描写是为了“使人

有所感，”;说明文的描写是为了“使人有所知”。b 记叙文可以根据中心思想的需要，使



用各种描写方法起到多方面的作用。说明文的描写则只能在说明事物的过程中，借助某钟形

象化的手法，对事物的特征作一些必要的描绘，主要是起到使说明的事物特征更具体，更形

象。c 记叙文中的描写可以发挥艺术想象，可以夸张，渲染，而说明文中的描写在务真求实

的前提下进行语言加工，做到既形象生动，又真实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