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初中学考23题）

根据全文内容，结合上下
文，在第①段横线处填写恰当的
内容。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
做，不怕千万事”，这句话的意思
是：天天向前走，即便千万里路，

也不嫌远；常常动手做，纵有千万
件事，也不畏难。其道理质朴可
见： 。今天，在追求
民族复兴的征途中，坚持奋斗既
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也是磨砺
我们品质的砥石。（原文第①段）

【解题思路】

文章第①段通过“日日行，
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
事”这句古训阐释论点，“可见”
一词就提示要根据前面的语句
确定文章的论点。语段中有对
这句古训的解释，即“天天向前
走，即便千万里路，也不嫌远；常

常动手做，纵有千万件事，也不
畏难”。“千里万里不嫌远”的意
思是“坚持不懈”，“千事万事不
畏难”的意思是“坚忍不拔”。可
以据此推导出论点为：凡事要有
坚持不懈的定力和坚韧不拔的
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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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议论性文章阅读单元
北京市日坛中学实验学校 赵腾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学业质量描述”中对议论性文章的学习要求是：阅读简单议论性文章，能区分观点与

材料，并能解释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这一要求与议论性文章的特点紧密相关。议论性文章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围绕一

个话题阐发作者看法的文章，其基本特点在于说理。所说之“理”，就是作者的观点。为了把这个“理”说清楚，让人信服，就需要运

用一定的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表等）进行论证。

考生在学习议论性文章时，要深入理解教材内容，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达成学考所要求的目标。

语语文文

统编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五
单元是议论性文章阅读单元。
本单元选编了《中国人失掉自
信力了吗》《怀疑与学问》《谈创
造性思维》《创造宣言》四篇文
章，有立论，有驳论，为考生提
供了丰富的议论文范例。在本

单元的学习中，考生可通过分
析文章材料与观点的关系，梳
理论证思路，进一步认识议论
性文章逻辑的严密性和结构的
严谨性。

例如《谈创造性思维》一
文，从“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的

话题入手，层层推进，深入阐述
了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及其关
键要素，并指出“如何成为一个
富有创造力的人”。文章在每
个阐述层次都以材料支撑观
点，体现出逻辑严密、思辨性强
的特点。

在议论性文章阅读中，考生要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区分观点与

材料，把握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把握文章的中心论点。在把握论

点时，考生要关注标题或文中多次出现的关键词，明确论题；借助标

志性词语，梳理文章的论证思路；分析材料对观点引出、阐释或论证

的作用。只要考生能够把握议论性文章的基本特点，理解其说理逻

辑，就能在学考中应对相关题目时做到游刃有余。

读懂一篇议论性文章最核
心的能力就是要能够准确把握
文章的论点。从2019年起，北
京初中学考考查论点采用的都
是“补写”形式的主观题，对考
生准确提取或概括论点的要求
很高。

通常，议论性文章会有一个
中心论点，部分文章还会围绕中
心论点展开几个分论点，以进一
步深化和支持中心论点。论点
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能是疑

问句，而应是一个肯定句或判断
句（肯定的判断或否定的判断），
标志是用判断词“是”或能愿动
词“应该”“必须”“要”等，语言要
明确，不能是模棱两可、难以确
定含义的语句。例如，《创造宣
言》一文开宗明义，提出“我们要
创造”这一论点。

有时，作者会引用材料直
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怀
疑与学问》一文开头引用张载
的“学则须疑”，这不仅是引用，

也是文章的核心论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已经

得到证明的内容属于事实性材
料，并不是观点。例如，《谈创
造性思维》中的“事物的正确答
案不止一个”是对事物运作特
点的概括。而这只是陈述了一
个事实，不是作者的主张、看
法，所以不能用这句话作为作
者的观点。

为了准确把握文章的论
点，考生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一）明确论题，找出论点

论题是文章所议论的问题、
话题，指出作者是针对什么问题
发表议论的。论点则是作者围
绕论题表达的看法。论题和论
点的关系很紧密。可见，要想准
确把握论点，就要先明确论题。

有些文章的标题直接揭示

了论题。例如，《敬业与乐业》的
论题是“敬业与乐业”，根据这一
论题，考生可以很快找到中心论
点：“‘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
生活的不二法门。”再如，《中国人
失掉自信力了吗》以“中国人是否
失掉自信力”为论题，“我们有并

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是作
者直接表达的对这一问题的看
法，这句话就是文章的论点。

对于那些标题不揭示论题
或没有标题的文章，考生应关注
文中多次出现的关键词，以帮助
明确论题。

（二）梳理思路，提炼论点

有些文章的论点无法从文
中直接提取，需要考生在把握
文章论证思路的基础上提炼。
议论性文章总体遵循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
结构，论证结构则有总分式、递

进式、并列式等。考生可以通
过抓住文中的标志性词语，来
梳理文章的论证思路，进而提
炼文章的论点。例如，《精神的
三间小屋》开篇通过引用名言
和类比的方式引入话题，然后

采用并列式结构论述三间小
屋，最后总结深化观点。考生
可以由此提炼文章的论点为：
三间小屋象征着个人精神的栖
息地，每个人都应努力、真诚地
修筑好自己精神的空间。

（三）分析材料，推导论点

议论性文章需要通过各种
材料来引出、阐释或论证观
点。考生可以通过分析材料，
来洞察作者的创作意图，找出
论点或反推论点。例如，《论教
养》通过连续列举六种不适当

的典型表现作为材料，以此说
明这就是真正缺乏教养的人。
考生可以据此找出文章论点
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必定从心
里愿意尊重别人，也善于尊重
别人。又如，《就英法联军远征

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描绘
了圆明园被毁的经过，揭露英
法联军“洗劫”“放火”“行窃”等
强盗行为，可以由此推导出文
章论点为：英法联军远征中国
是强盗行为。

一、单元文本分析

二、重难点解析：如何准确把握论点

（2023年初中学考24题）

根据全文，在第①段横线处
填写恰当的内容。

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苦心人，天不负”“梅花
香自苦寒来”……吃苦，是人生必
经的历程，所有吃过的苦，都会变

成宝贵的财富。当代青年，身处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要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责任，不仅要肯吃苦、能吃苦，
更要 。（原文
第①段）

【解题思路】

文章第①段通过“吃苦耐
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苦
心人，天不负”“梅花香自苦寒
来”等材料引出论点，考生无法
从这些材料中推导出论点，所以
需要梳理文章的论证思路，进而
提炼论点。

文章第①段引出“吃苦”的话
题；第②至⑤段进行分析，第②段
论述青年人“自找苦吃”的表现，

第③④段论述青年人为什么要
“自找苦吃”，第⑤段论述青年人
应该怎样“自找苦吃”；第⑥段发
出“让我们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
蚁’，多捧几次‘烫手山芋’，勇于
担苦、担难、担重、担险”的号召。
通过梳理论证思路，考生能发现
文章论述的重点就是“青年人要

‘自找苦吃’”，因此，横线处应填
“自找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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