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 初中语文知识
点总结归纳(精选8篇)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共同探索新的知识。除了
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一个好的开场白还应该有一个清晰的主
题和目标。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社交媒体对我们的
影响和应对方法。

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篇一

初三学年将进入一个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做好初三的学
习工作，在中考中向家长和老师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是
摆在每一位新初三学生面前新的任务。为此，在新学期的开
始阶段，认真地回顾和思索一下自己以往的语文学习情况，
筹划一下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语文成绩理想，基础是有力保障。如果想考高分，就需要从
基础部分抓起。这部分不丢分，经过训练同学们是可以做到
的。字音、字形、成语、病句、语言综合运用、古诗词默写、
文言实词虚词理解、文言翻译、文章内容主旨理解等是近几
年基础知识考查部分的常考内容，注重考查同学们对语文基
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建议不妨从现在开始，立足课本做好各
个考点的知识复习与归纳，并适时总结相应的答题技巧。

阅读在每年的中考语文试卷分值中占有很大比例，很多同学
在阅读上失分较多。而初三将会学到两种新文体（有的学校
已提前学习）：抒情散文和议论文。在备考时，同学们需要
扎实掌握说明文、议论文、小说、散文的阅读技巧，并紧跟
信息时代和国际潮流，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进行训练，
掌握答题技巧，提高答题的速度与质量。

作文不能忽视。要想真正写好作文，必须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循序渐进方能水到渠成。但是，临近考试，对于那些作文水



平不高的同学来说，从基础做起，显然来不及。这时你再感
叹时间都去哪儿了也于事无补。不如尽可能地想办法在现有
的作文水平上为自己加分。这时可以分类型背诵一些范文的
开头和结尾，找到中心词，以便在考场上根据作文要求随机
应变。这就是所谓的“万能开头”和“万能结尾”。

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篇二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写景中蕴含凄请暗淡，为本诗定上伤感悲愁基调的句子：
烟笼寒水月笼沙

2、使诗人产生亡国，历史又重演的忧患，借古喻今的句子：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亭花。

3、首句两个“笼”字用得好在哪里?

答：两个“笼”，将轻烟、淡月、寒水、细沙四种景物融为
一体，渲染了悲凉的气氛，勾画出秦淮河两岸朦胧冷清的景
象，写出了水边夜色的迷蒙冷寂，寄托了诗人的忧愁和感伤。

4、本诗最后两句用的是曲笔，怎么理解?

答：这两句表面上是谴责歌女不懂亡国之恨，一味沉迷靡靡
之音，实际是在批评那些不以国事为重、贪图享乐的达官贵
人，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和忧愤。

5、诗的末句写《后庭花》，这在艺术手法上叫什么啊?

答：借古讽今，表达了诗人对世道人心的忧患意识。



6、“烟笼寒水月笼沙”这句诗所描绘的画面，具有怎样的特
点?(1)特点是朦胧(迷茫)，冷寂(悲凉)。

7、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什么人?全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
感情?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全诗表达诗人
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8、“犹”抒发了诗人对国家的忧虑和对世风的愤恨之情。

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篇三

初中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非常重要，它是语文学习的第一步，
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所以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基础
知识的学习也是有法可循的，一步走步稳，即将步步不稳，
我们要学会将学习、积累、训练三方面结合起来，达到理解、
掌握与巩固的目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初中语文
知识点总结归纳，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学
习!

比喻：比喻就是"打比方"。即抓住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的相
似点，用一事物来喻另一事物。

作用：比喻的作用主要是：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
抽象为具体;化冗长为简洁。用在记叙、说明、描写中，能使
事物生动、形象、具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用在议论文中，
能使抽象道理变得具体，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最常
用的还是生动形象。

借代：借代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述的人或事物，而用与其相关
的事物来代替。

作用：能起到突出形象，使之具体、生动的效果。



夸张：夸张指为追求某种表达效果，对原有事物进行合乎情
理的着意扩大或缩小。

对偶：它是一对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相同，意义相关
的短语或句子。

作用：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奏感强，具有音律美;内容上
凝练集中，概括力强。

排比：排比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内容相关、
语气一致的短语或句子组合而成。

作用：可增强语言的气势，强调内容，加重感情。用来说理，
可把道理阐述得更严密、更透彻;用来抒情，可把感情抒发得
淋漓尽致。

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3.文末：点明中
心(记叙文、小说);深化主题(记叙文、小说);照应开头(议论
文、记叙文、小说)

这样的题目，句子中往往有一个词语或短语用了比喻、对比、
借代、象征等表现方法。答题时，把它们所指的对象揭示出
来，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段意的归纳：

1.记叙文：回答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时间+地点)+人+事。

2.说明文：回答清楚说明对象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格
式：说明(介绍)+说明对象+说明内容(特点)

初中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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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篇四

点绛唇，此调因梁江淹《咏美人春游》诗中有“白雪凝琼貌，
明珠点绛唇”句而取名。四十一字。上阕四句，从第二句起
用三仄韵；下阕五句，亦从第二句起用四仄韵。

点绛唇

[清] 李清照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

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注释】

点绛唇：词牌名，因南北朝时江淹《咏美人春游》诗中
有“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句而来。明·杨慎《升庵词
品》曰：“《点绛唇》取梁江淹诗‘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
唇’以为名。”

闺：过去年轻女子居住的内室。

柔：一作“愁”。

崔花雨：这里指崔花调落的雨。

无情绪：心怀抑郁惆怅，没有兴趣。

人何处：所思念的人在哪里？此处的“人”，当与《凤凰台
上忆吹箫》的“武陵人”及《满庭芳》的“无人到”中的两个



“人”字同意，皆喻指作者的丈夫赵明诚。

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化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
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意，以表达亟待良人归来之望。
望断，即望尽，以极多次数凝望，一直望到看不见。

【古诗今译】

一个人独处深院闺房，心中总是积郁着千丝万缕的愁绪。怜
惜春天，可春天已经匆匆离去了，就在这原本令人落寞难捱
的暮春时节偏偏又下起了几点令人懊恼的雨。

倚着栏杆，眺望远方，无论怎样也无法排解心中的忧烦愁苦。
心上的人儿，你现在何方？在这枯草连天的季节，望断天涯，
何处才是你回家的路啊！

总结：夫妻之间如此深厚、默契、美好的生活却因丈夫赴职
在外而长期分别，其内心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滋味，
她在《凤凰台上忆吹箫》之“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
还休”这一词句中也曾有所流露。

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篇五

初中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第一部分）

一、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

二、表现手法：象征、对比、烘托、设置悬念、前后呼应、
欲扬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联想、想象、衬托(正衬、
反衬)

四、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
结果



五、记叙顺序：顺叙、倒叙、插叙

六、描写角度：正面描写、侧面描写

七、描写人物的方法：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外貌

八、描写景物的角度：视觉、听觉、味觉、触觉

九、描写景物的方法：动静结合(以动写静)、概括与具体相
结合、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

十、描写(或抒情)方式：正面(又叫直接)、反面(又叫间接)

十一、叙述方式：概括叙述、细节描写

十二、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十四、小说情节四部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十五、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具体环境

十六、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十七、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十八、论据分类为：事实论据、道理论据

二十、论证方式：立论、驳论(可反驳论点、论据、论证)

二十一、议论文的文章的结构：总分总、总分、分总;

分的部分常常有并列式、递进式。

二十二、引号的作用：引用;强调;特定称谓;否定、讽刺、反
语



二十三、破折号用法：提示、注释、总结、递进、话题转换、
插说。

二十四、其他：

(一)某句话在文中的作用：

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

3、文末：点明中心(记叙文、小说);深化主题(记叙文、小
说);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文、小说)

(二)修辞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

(2)结合句子语境。

1、比喻、拟人：生动形象;

答题格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特性。

2、排比：有气势、加强语气、一气呵成等;

答题格式：强调了+对象+特性

3、设问：引起读者注意和思考;

答题格式：引起读者对+对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问：强调，加强语气等;

4、对比：强调了……突出了……

5、反复：强调了……加强语气

(三)句子含义的解答：



这样的题目，句子中往往有一个词语或短语用了比喻、对比、
借代、象征等表现方法。答题时，把它们所指的对象揭示出
来，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某句话中某个词换成另一个行吗?为什么?

动词：不行。因为该词准确生动具体地写出了……

形容词：不行。因为该词生动形象地描写了……

副词(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为该词准确地说
明了……的情况(表程度，表限制，表时间，表范围等)，换
了后就变成……，与事实不符。

(五)一句话中某两三个词的顺序能否调换?为什么?

不能。因为

(1)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
规律不一致

(2)该词与上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3)这些词是递进关系，环环相扣，不能互换。

(六)段意的归纳

1.记叙文：回答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时间+地点)+人+事。

2.说明文：回答清楚说明对象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格式：说明(介绍)+说明对象+说明内容(特点)



3.议论文：回答清楚议论的问题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怎样

格式：用什么论证方法证明了(论证了)+论点

初中语文知识点归纳篇六

1. 花枝招展：比喻姿态优美。招展：迎风摆动。常用来形容
妇女打扮得十分艳丽。

2. 不能自已：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已：停止。 3. 忍俊不
禁：忍不住笑。

4. 黯然神伤：形容心中伤感，情绪低落。

5. 故弄玄虚：本意是故意玩弄使人迷惑的欺骗手段 6. 呕心
沥血：形容费尽心思。

7. 想入非非：思想进入虚幻境界，完全脱离实际，胡思乱想。
8. 不速之客：指没有邀请自己来的客人。速：邀请。

9. 人声鼎沸：人声喧闹的意思。鼎：古代一种三足两耳的锅。
沸：水开。鼎沸：

本意是锅里的水烧开了，发出响声。

10. 置之度外：不把它放在心上。度：考虑的意思。 11. 流
光溢彩：形容色彩丰富，光亮夺目。 12. 人迹罕至：少有人
来。迹：足迹。罕：稀少。

13. 随声附和：别人说什么，自己跟着说什么。形容没有主
见。 14.奔走相告：一边奔跑，一边告诉别人。 15.一张一
翕：形容呼吸时一张一合。 16.异想天开：形容想法离奇，
不切实际。 17.相映成趣：互相衬托。



18.祸不单行：表示不幸的事接连发生。

19.触目伤怀：看到(家庭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怀：心。
20.狼吞虎咽：形容吃东西又猛又急。 21.出神入化：形容技
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22.手足无措：形容举动慌乱或没有
办法应付。 23.猝不及防：事情突然袭发生，来不及防备。

25.饥肠辘辘：形容非常饥饿。

26.世外桃源：指不受外界影响的地方或幻想中的美好世界。

27.小心翼翼：原形容严肃虔敬的样子现用来形容举动十分谨
慎丝毫不敢疏忽。 28.碌碌无为：平庸，没有特殊能力。
29.血雨腥风：指战争的可怕与残忍。

30.取义成仁：即舍生取义，取：选取。义：正义。

31.敝帚自珍：比喻东西虽然不好，自己却十分珍惜。敝：破
旧。珍：贵重爱惜。 32.幕天席地：把天空当作幕，把大地
当作席。 33.天壤之别：比喻差别极大。壤：地。

34.弹指而过：形容时间过得很快，弹一下手指头就过了很多
年。 35.栩栩如生：生动逼真，像活的一样。

36.才华横溢：形容很有文艺才能，并显露出来。

37.深恶痛疾：厌恶、痛恨到极点。恶：厌恶。疾：痛恨。

38.振聋发聩：发出很大的响声，耳聋的人也能听见。比喻用
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聩：耳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