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九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实用17
篇)

通过知识点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清知识脉络，提高学习
效果。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知识点总结范文，以供
参考和借鉴。

九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代诗，诗人使用象征的手法，取象于群山和大海。用大海比
喻理想，

用群山比喻重重困难，用爬山比喻艰苦奋斗。告诉人们：奔
向理想的

人生征途是漫长的，但是，只要百折不挠地坚持奋斗，理想
境界终将

实现。

2、《走一步，再走一步》的作者是美国作家莫顿亨特，本文
记叙

个地认真解决小困难，终将战胜巨大的困难，赢得最后的胜
利。

3、《生命生命》是香港女作家杏林子(本名刘侠)的一篇散文。
这

篇文章通过三个事例引出了对生之*、生命力和生命的感悟，
并从不同

的侧面引发出了三点思考：即必须对自己负责，好好地使用



生命，让

人生更有意义;要让有限的生命发挥了无限的价值，使我们活
得更为光

彩有力;要珍惜生命，珍惜时间，不懈努力，为生命奋斗，勇
敢地活下去。

化为宁静和喜悦。悟到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
是生命的.

长河是无止境的。不能让昨天的不幸把人压垮，每个人都应
该像紫藤

萝的花朵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长河中去，
在闪光的

花的河流上航行。

5、《童趣》选自清代文学家沈复《浮生六记》中的闲情记趣
一章，本文的主旨是写作者儿时的物外之趣。

6、《理想》是诗人流沙河的一首现代哲理诗。这首诗从理想
的历

史意义、人格意义和人生意义三个方面告诉人们：人生要有
理想，只

要树立了理想，并为之不懈地奋斗，就会取得丰硕的收获。

7、《短文两篇》中的《行道树》是由台湾女作家张晓风所作。
这

篇文章借行道树的自白，抒写了奉献者的襟怀，赞美了奉献
者的崇高



精神，文中行道树的形象就是无私奉献者的形象。另一篇文章
《第一

次真好》，由台湾女作家周素珊所作。文章表达了作者的感
悟：生命

中的第一次愈多，生命也就愈益多姿多彩。当然，作者所说
的第一次，都是有益身心的第一次。

经历又告诉人们：厄运能使脆弱的人变得坚强起来。

9、《我的信念》的作者是波兰科学家玛丽居里(即居里夫人)，
在

精神。其中献身精神是全文的核心。也是居里夫人思想品质
的根本。

儒家经典之一。课文所选的十则，有的谈学习方法，如学而
时习之，

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的谈学习态度，
如见贤思

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
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还有变修身做人的，如士不能够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11、《春》是一篇写景抒情的散文，作是朱自清，字佩弦，
代表

作有《荷塘月色》《背影》等。在《春》中，作者按照盼春、
绘春和



赞春的思路来结构全文。在绘春部分，依次描绘了五幅美丽
的图画，

分别是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和迎春图。最后使
用比喻，

突出了春天新、美、力的特征。

了济南无风、无雾(响晴)，无毒日(温晴)的宝地特点，然后，
从阳光

朗照下的山;薄雪覆盖下的山;不结冰的水三个方面写了济南
的冬天。

表达了对济南的赞美之情。

13、《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象力、充满童心
和好

奇心的散文，文章充满了浪漫色彩。在叙述方式上，本文独
具匠心，

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要到山中寻访一位朋友，原来是古桥、古
树等自然

界的朋友。然后通过与这些朋友互拆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
如画的童

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14、《秋天》这首诗，选自诗人、评论家何其芳的《预言》。
这

是一幅绚丽多彩的乡村秋景图。由农家丰收图、霜晨归渔图
和少女思



恋图组成。

九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一)

文言文翻译口诀

古文翻译，自有顺序，首览全篇，掌握大意;先明主题，搜集
信息，由段到句，从句到词，全都理解，连贯一起，对待难
句，则需心细，照顾前文，联系后句，仔细斟酌，揣摩语气，
力求做到，合情合理，词句之间，联系紧密。若有省略，补
出本意，加上括号，表示增益。人名地名，不必翻译，人身
称谓，依照贯例，“吾”“余”为我，“尔”“汝”为你。
省略倒装，都有规律。实词虚词，随文释义，敏化语感，因
句而异。译完之后，还须仔细，逐句对照，体会语气，句子
流畅，再行搁笔。

病句改错口诀：

改错改错，仔细琢磨;少主谓宾，用词不妥，词序混乱，重复
罗嗦，指代不明，连词用错，不合逻辑，否定太多，判明病
因，准确改妥。”

关联词语歌诀：

“不但”“而且”表递进，“虽然”“但是”表转折;

“只有”和“才”表条件，“如果”和“就”表假设;

“因为”“所以”表因果，“不是”“就是”表选择;

“首先”“然后”表承接，相关相反为并列。



记叙顺序方法歌诀

记叙主要三顺序，顺序倒叙和插叙。

顺序按照时间写，层次脉络好了解。

倒叙给人印象深，激发兴趣吸引人。

插叙衬托和补充，为使主题更鲜明。

作文制胜歌诀

充足构思很必要，拟个好题有实效。

扬长避短要做到，开头出彩是高招。

亮点语言不可少，行文扣题也重要。

虎头蛇尾不太妙，切入点新才。

作文写作口诀：

选材:作文选材要认真，注意观察动脑筋;要选精华动人事，
下笔才能如有神。

主题:叙事抒情或描写，生动形象又简洁;写来写去不可忘，
主题思想要明确。

立意:文章立意先要准，分清对错再求新;要从模仿变创作，
不说假话只求真。

结构:题材若像血和肉，文章骨架是结构;动笔之前要想好，
层次逻辑分先后。

开头:文章开头很重要，变化多端挺奇妙;开门见山最易学，



不必东转又西绕。

炼字:炼字就像拣沙粒，写完初稿反复吟;多余废字不可要，
关键好字值千斤!

造句:造句就怕老一套，活的语言动人心;日常听到好句子，
积累起来写进文。

剪裁:做衣服，讲剪裁，写完文章要修改;哪该简略哪该详，
全凭增删巧安排。

细节:提高写作靠勤学，关键时刻讲细节;选准典型写真切，
画龙点睛才叫绝。

结尾:好的结尾味无穷，坏的结尾意不明;千变万化不离宗，
完成主题笔就丢。

(二)

1、重点难点：

基础知识部分——成语辨析、病句

现代文阅读

2、易错点、易混点：

(1)字音字形部分采用每天课前小卷小考的形式督促学生识
记;

(3)在明确概念隶属的基础上，规范答题的要点层次和术语的
使用，如句义理解题的答题三个思考角度等。

3、收效：



(1)小卷测试既起到督促学生识记的作用，又能够化整为零，
提高零散掌握知识点的长效性，部分学生还通过主动申请批
改小卷的方式强化记忆。

(2)学生答题的规范意识有所提高，相当一部分学生培养起答
题模式化的意识。

(3)对各考点的考查方向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并且建立起一
定的知识结构框架。

(4)写作过程中学生有意识地尝试着从立意、文体、选材的角
度提高自己的水平。

4、存在问题：

(1)自觉滚动式巩固复习的意识仍然薄弱，除了客观时间有限
的因素外，计划性、持续性的自主复习做到不到位，导致一
段时间后复习过内容的淡忘。

(2)虽然对规范答题作了系统的知识梳理和强调，但是讲过知
识学以致用的能力不强，或自觉意识不强，导致仅仅是“笔
记”而非“脑记”，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未挣脱原有解题
恶习的束缚，未能将科学的解题步骤落到实处，所以查漏补
缺的实效并不乐观。

(3)理科生对语文投入从认识上到行动上都很不够。

(4)新课改条件下对开放题的考查设置较多，而且对学生灵活
作答，高度提炼概括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学生往往在这
部分既存在畏难情绪严重的问题，同时存在较大的惰性。

5、解决办法：

(1)师生加强对语文学科的重视，拓宽语文的夹缝空间。



(2)平时训练高标准、严要求，“唯规范是从”，不规范不给
分，不按步骤进行返工。

(3)在现有条件下，结合班级实际，为学生有步骤地滚动复习
复习过的知识点提出计划建议。

(4)在习题训练过程中，尤其是讲评过程中，强调对照答案找
差距，透视答案析要点。

6、打算和建议：

(1)针对一轮复习中学生仍然薄弱的知识点再次精选习题进行
强化巩固;

(4)针对个别学生出现的个性化知识掌握上的问题，尽量做到
面批面改式的跟踪指导;

(5)及时针对习题训练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学生知识漏洞，提醒
并指导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点的查漏补缺。

语文学习方法

1、多读书：多读是建立在精读的基础上的。读文章时一定要
注意它的内涵。反复看课文上的文章，将精彩之处做上标记，
写上自己的感受、思考。

2、多练习写作，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法：不管是杂文、散文，
还是小说，都可以写，写完了要反复修改，这样才能真正提
高自己的写作能力。要多思考，学而不思则惘。

3、多注意观察：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素材可以成为写作的素
材。

语文学习技巧



多读

就是反复读。据说，丰子恺先生的读书法称为“二十二遍读
书法”，他对一篇好文章，前后读22遍之多，并深有体会地
说，把文章读熟后，就会渐渐地从唇间背诵出来，多读成诵，
应当就是记忆之本。

强记

就是有目的地克制自己，进行记忆。有些课程基本概念不记
不行，如语文中的音形义、外语中的单词等。理解了的要背
诵，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加以记忆，并在使用中重新巩固记忆。

古诗文，背诵后更易理解，理解后还会记得更牢固——当然
这需要毅力和恒心。久而久之，不但大脑信息存储得越多，
而且会养成乐于记忆的好习惯。当然，强记和死记并非同一
概念。

勤写

不只是写作文，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日记、听课笔记、读
书中的圈点评注、整理摘抄都属于这个范畴。

写本身就是较高层次的记忆，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写作文，
先打腹稿，再写成初稿，待到往作文本上誊写时，不看初稿
就能写完。原因是，动笔综合调动了各种器官，并进入记忆
的高级阶段，“好记性不如赖笔头”不无道理。

九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内容协调一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仿句和被仿句(或称例
句)的内容要有内在的联系，要能够互相搭配，互相衔接。二
是仿句与被仿句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要一致。(感情色彩、正反
对立关系、富有哲理性和启迪性等方面。)一定要结合被仿句



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前后呼应是指如果被仿句前边的句子与后面的句子在语意上
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对应的关系，那么仿句也要在语意上体
现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关系。

2、句式要统一

句式，即句子的结构形式。句式要统一，是指仿句与被仿句
的结构要一致。这就要求考生仿写前仔细观察。观察从整体
到局部，试题往往给出了句式，或要求与某一画线语句句式
相同。这样，句式的一致就成了所造语句是否符合要求的关
键。有时要仿写的是一个短语，那就要首先考虑到短语结构
一致，如例句是主谓结构，仿写语句也应如此。

3、修辞要相同

修辞要相同。是指仿句和被仿句所用的修辞方法要完全相同。
仿写前要仔细审视，看被仿句用了哪种或那几种修辞方法。

4、字数要相等或大致相等

九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形近字：

容(容易)壮(壮丽)波(波浪)龙(龙灯)己(自己)枝(树枝)胡(二
胡)观(观看)

谷(山谷)状(形状)破(破坏)尤(尤其)已(已经)技(技术)湖(湖
水)现(现在)

困(困难)宁(安宁)次(一次)元(元旦)极(北极)礼(队礼)架(书
架)旗(旗帜)



因(因为)宇(宇宙)欠(哈欠)园(公园)及(及格)扎(扎实)加(加
法)棋(下棋)

川(四川)抬(抬头)争(争取)旁(旁边)尤(尤其)城(城市)国(国
家)伸(伸手)

州(神州)台(讲台)筝(风筝)傍(傍晚)优(优秀)诚(诚实)围(包
围)申(申请)

京(北京)扬(飘扬)拨(拨开)沿(井沿)蛙(青蛙)信(相信)棵(一
棵树)浅(深浅)

惊(惊奇)杨(姓杨)拔(拔草)铅(铅笔)洼(山洼)言(语言)颗(颗
粒)钱(金钱)

飘(飘浮)吸(吸收)狸(狐狸)猴(猴子)植(植物)令(命令)礼(礼
物)注(注意)

漂(漂亮)极(极点)理(道理)候(时候)直(一直)今(今天)扎(扎
风筝)住(住处)

桃(桃子)奇(奇怪)彩(彩色)饱(温饱)暖(暖和)福(幸福)份(一
份)作(作业)

挑(挑水)椅(椅子)采(采用)抱(拥抱)爱(爱好)富(丰富)粉(粉
红)昨(昨天)

晴(晴天)良(良好)读(读书)舟(小舟)群(群众)刻(刻苦)轻(轻
重)妹(妹妹)

睛(眼睛)娘(姑娘)卖(买卖)船(小船)裙(裙子)孩(孩子)经(已
经)味(香味)

捡(捡起)要(要求)至(至少)乎(在乎)灵(机灵)令(命令)物(动
物)护(保护)



脸(脸面)腰(弯腰)到(到达)呼(欢呼)寻(寻找)领(红领巾)
场(操场)户(户口)

怕(害怕)丛(丛林)织(纺织)价(价格)化(化学)刻(刻苦)心(心
情)住(住宿)

拍(拍手)从(从前)帜(旗帜)介(介绍)华(华灯)克(千克)必(必
须)往(来往)

牢(牢记)围(包围)倒(倒影)器(电器)航(航空)运(运动)

件(一件)伟(伟大)到(到达)哭(哭泣)舰(军舰)远(远方)

p

九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

1.合金是混合物，形成合金是物理变化，合金中可能有非金
属，合金中各元素主要以单质存在，合金一定有金属性。

2.紫铜是纯铜，青铜和黄铜都是铜的合金。

3.金属活动性顺序是在常况下的，高温下金属的活动性不一
定服从此顺序，比如高温下钠可以置换钾。

4.钾不是最活泼的金属，金不是最不活泼的金属。

5.活动性越强的金属与酸溶液反应越剧烈(钾钙钠除外)。

6.钾钙钠可以与水反应生成相应金属的氢氧化物和氢气，将
这些金属与酸溶液混合，金属先与水反应。

7.铜不和稀盐酸、稀硫酸反应。



8.所谓的“置换酸中的氢”是指非氧化性酸，不包括浓硫酸
和硝酸。

第九单元 (溶液)

1.不溶是相对的，溶解是绝对的，没有绝对不溶的物质。

2.溶液都是混合物。

3.汽油可以除去油污是因为油污可溶于汽油，洗洁精可以除
去油污是因为它可以乳化油污。

4.气体、液体、固体均可以作为溶质，不溶于水的液体也可
能可以溶解于其它液体，比如碘可以溶解于酒精。

5.说溶解度的时候要注意三点：温度，单位，饱和。

6.溶质在溶剂中可以以原子、分子、离子的形式存在。

7.同一溶剂中可以溶解多种溶质：比如饱和的食盐水中仍然
可以溶解蔗糖。

第十单元 (酸和碱)

1.水是弱电离的，水可以电离出极少量的氢离子和氢氧根，
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2.碳酸钠不是酸也不是碱，而是盐，只是其水溶液显碱性。

3.石蕊遇酸变红 ，遇碱变蓝 ，酚酞遇酸不变色，遇碱变红 ，
不可搞错，另：它们都是化学变化。

4.将石蕊加入酸中，是石蕊变红而不是酸变红。

5.酸和碱都有一定的腐蚀性，使用时要注意，酸碱的腐蚀是



化学变化。

6.稀释浓硫酸不可以将水倒入硫酸中，应将酸入水，沿容器
壁缓缓倒下，同时不断搅拌，不可以 用量筒稀释浓硫酸。

7.浓盐酸在空气中生成白雾是因为浓盐酸有极强的挥发性(初
中常见的酸除了硫酸都有挥发性)，是物理变化。

8.氨水呈碱性，一水合氨(nh3·h2o)在水中能电离出铵根离子
和氢氧根离子。

9.在初中阶段，所有的酸和碱之间都可以发生反应生成盐和
水。

10.碱和非金属氧化物的反应不是复分解反应，金属氧化物和
酸的反应是复分解反应。

11.复分解反应发生的条件不仅是生成沉淀气体和水，而且要
求反应物中“有酸酸可溶，无酸盐碱溶”，但碳酸镁可以和
氢氧化钠反应，那是因为生成了比碳酸镁更难溶的氢氧化镁。

12.在初中阶段，所有生成碳酸的反应一律写为二氧化碳+水，
不考虑二氧化碳溶解。

13.在初中阶段，大部分碱是不可溶的，只有氢氧化钠、钾、
钡、钙(微溶)和氨水可以在溶液中存在，相反，大部分酸是
可溶的。

14.并非所有的盐都是中性的，碳酸钠水溶液是碱性的，硫酸
铵水溶液是酸性的，碳酸氢钠水溶液有较弱的碱性，硫酸氢
钠水溶液有一定的酸性。不可溶的物质自身没有酸碱性，但
是可以与相应的酸或碱反应。

15.含有碳酸根离子的强碱盐溶液中一定含有氢氧根离子，含



有铵根离子的强酸盐溶液中一定含有氢离子(不考虑水自身的
电离)。

16.生成盐和水的反应不一定都是中和反应。

17.中和反应都是放热的。

18.酸碱度和酸碱性是不同的，酸碱度指的是溶液的酸碱性强
弱，酸碱性指的是溶液显酸性还是碱性，ph试纸测量的是酸碱
度，指示剂显示的是酸碱性。

19.若不慎将盐酸或硫酸弄到手上或衣服上，不可以用氢氧化
钠等强碱中和，被强碱烧伤同理。

20.酸碱反应的实质是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反应生成水。

第十一单元 (盐、化肥)

1.碳酸氢钠既可以与酸反应，又可与碱反应，如其与氢氧化
钾反应生成碳酸钾、碳酸钠和水。

2.盐和盐之间也可以发生复分解反应。

3.氯化钠在农业上的主要作用是选种。

4.生理盐水是0.9%的食盐溶液。

第十二单元 (化学与生活)

1.淀粉没有甜味，但是经过酶催化水解后可生成有甜味的糖
类，因此米饭馒头长时间咀嚼后有甜味。

2.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物质中，糖类不等于糖，不等于淀粉，
不等于葡萄糖，蛋白质不等于氨基酸，油脂不等于脂肪，油
脂分两种，液体的叫做油，固体叫做脂。



3.重金属中毒时，要立即服用含有大量蛋白质的物质来解毒，
因为重金属离子能够与蛋白质作用，使得蛋白质变性而丧失
其生理功能而危及生命。

4.医疗上用x射线检查肠胃用硫酸钡不用碳酸钡的原因是碳酸
钡可溶于酸产生使人中毒的钡离子，而硫酸钡不溶于水，也
不溶于胃酸(胃酸即盐酸，注意不是硫酸)。

5.维生素不能提供能量，它的作用是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

6.钠、钾、钙不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

7.菠菜不能与豆腐同时食用的原因是菠菜里的草酸和草酸盐
能和豆腐中的钙离子生成难以吸收的沉淀物。

8.加碘盐中加入的不是单质碘(碘单质有毒)，而是碘酸钾，
碘酸钾在加热时会分解为碘化钾和氧气。

9.缺碘会导致甲状腺症，但是碘过量会导致人体不适，因此，
即使是必需元素也有摄入量的问题，不足或过量都会影响人
体健康。

10.聚氯乙烯有毒，不可以作为食品包装袋，食品包装袋中常
用的是聚乙烯，它是由乙烯在高温催化剂下断开双键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