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模板8篇)
军训总结是对我们在军事训练期间所体验和感受到的成长和
变化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以下是一些考试总结的参考文章，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
路和写作技巧。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一

二、三种感情色彩：褒义、贬义、中性。

三、三种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四、句子按语气分为四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
句。

五、四种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

六、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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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引用、设
问、反问、反复、互文、对比、借代、反语、双关。

九、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
结果。

十、六种病句类型：1成分残缺；2搭配不当；3关联词语使用
不恰当；4前后矛盾；5语序不当；6误用滥用虚词（介词）。

十一、叙述方式：概括叙述、细节描写。



十二、记叙顺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

十三、记叙线索：实物、人物、思想感情变化；时间、地点
变换；中心事件。

十四、描写人物的方法：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外貌。

十五、描写角度：正面描写、反面描写。

十六、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十七、描写景物的角度：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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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步换景。

十九、景物描写的作用：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推动情
节发展、表现人物的品质、衬托中心思想。

二十、抒情方式：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景抒情）。

二十一、说明语言：平实、生动。

二十二、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二十三、说明文类型：事理说明文、事物说明文。

二十四、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二十五、说明方法：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作比较、下
定义、分类别、作诠释、摹状貌、引用、列图表。

二十六、议论文结构：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
论）、解决问题（结论）。



二十七、论据：事实论据、道理论据。

二十八、论证方式：立论、驳论（可反驳论点、论据、论
证）。

二十九、论证方法：举例（或事实）论证、道理论证（有时
也称引用论证）、对比（或正反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引
用论证。

三十、文章结构形式：总分总、总分、分总（分的部分常有
并列式、递进式）。

三十一、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具体环境。

三十二、小说情节四部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三十三、破折号用法：表注释；表插说；表声音中断、延续；
表话题转换；表意思递进。

三十四、省略号的六种用法：表内容省略；表语言断续；表
话未说完；表心情矛盾；表思维跳跃；表思索正在进行。

三十五、引号的作用：表引用、表讽刺或否定、表特定称谓、
表强调或着重指出、特殊含义。

1、开头

（1）引起下文，为下文作铺垫（记叙文）

（2）开篇点题，提出中心（中心论点）

（3）用故事或典故引出论点或论题（说明时象），激起读者
阅读兴趣

2、结尾



（1）深化中心，升华感情

（2）篇末点题，提出中心或中心论点

（3）总结上文，提出倡议，发出号召

3、中间某句话或者某段

（1）结构上的作用是：总起全文、引起下文、打下伏笔、作
铺垫、承上启下（过渡）、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总结全文、
点题、推动情节发展。

（2）语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
（或人物感情）、点明中心（揭示主旨）、突出主题（深化
中心）。

1、审题，通常阅读试卷上的文字材料，第一遍需要速度，要
重点理解文章的`体裁是记叙文还是说明文，答题时切忌文章
都没完整的阅读过试卷上的文字材料，就匆匆忙忙的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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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答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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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作者的情感可以从文章的字里行
间可以看出来，有的也许写得比较含蓄有的是直抒胸臆。

3、文中某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有很多，常
用的有八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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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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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关键词来进行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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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考生经验，在解答这些题时，考生应把握以下三点，要准
确理解整个句子的意义，把选项中的词代入句中默念一遍找
语感，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目的。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二

峥嵘岁月：形容不平凡的年月。

风华正茂：正是风采动人和才华横溢的时候。形容青年朝气
蓬勃、年轻有为。

挥斥方遒：是说热情奔放，劲头正足。

百舸争流：形容群舟争相行驶。

天伦叙乐：老人和孩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

危在旦夕：形容危险即在眼前。

从谏如流：指听从好的建议就像水从高处流下一样顺畅自然，
形容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洞若观火：就像黑夜里看火一样，形容观察事物非常清楚。

以退为进：表面上退却，其实准备进攻的一种战略或战术。

化险为夷：将危险转化为平安。

放浪形骸：指行为放纵，不受约束。

一去不复返：一去之后就不再回来。

图穷匕首：比喻事情发展到了最后，真相或本意显露出来。

悲歌击筑：亦作“悲歌易水”，常用以抒写悲壮苍凉的气氛。



切齿拊心：形容愤恨到极点。

发上指冠；毛发竖起的样子。形容极度愤怒。

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无法可想。表示事已如此，再要挽回
已是无能为力。

变徵之声：乐声中的徵调变化，常作悲壮之声。

秋毫不犯：指军纪严明，丝毫不侵犯人民的利益。

劳苦功高：指出了很多力，吃了很多苦，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约法三章：比喻以语言或文字规定出几条共同遵守的条款。
刘邦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拥护和
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比喻生杀大权掌握在他人手中，自己
处于被人宰割的地位。

长歌当哭：长歌长声歌咏，也指写诗；当：当作。用长声歌
咏或写诗文来代替痛哭，借以抒发心中的悲愤。

目不忍视：眼睛不忍看视。形容景象极其悲惨。

耳不忍闻：耳朵不忍听知。形容消息极其悲惨。

百折不回：无论受多少挫折都不退缩，形容意志坚强。也说
百折不挠。

殒身不恤：殒：牺牲；恤：顾惜。牺牲生命也不顾惜。

步履稳健：表面意思指步伐稳重，用在特定场合也可以指办
事一步一个脚印，很稳健。



博闻强记：形容知识丰富，记忆力强。

屏息以待：抑止气息静静的等待。

世人瞩目：全世界都在关注某事或人。

婆娑起舞：形容跳起舞来的姿态引人注目吸引人们注意。

发人深思：启发人深入地思考。形容语言或文章有深刻的含
意，耐人寻味。

耸入云天：形容高山，或者参天巨树的高大，比云还要高。

扭转乾坤：比喻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局面。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三

修辞手法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
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常用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
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引用、对比、借代、
反语、顶真、互文、比拟等。

1.比喻

说白了就是打比方，利用事物间相似的地方，借一个事物说
明另一个事物的方法。

2.拟人

是把人的特征给予事物，让事物如人一样说话、活动、有感
情。

3.夸张

对某一个事物进行扩大或者缩小的描述，但不是豪无边际没



有原则无限的，不同于说大话，而是艺术的扩大或缩小。

4.排比

是把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预期一致的词组或句
子排列起来，借以增强表达效果。

5.反问

用问的预期表达确定的意思或加重语气。说白了就是有问答
在句中。设问：可以直白的说就是自问自答。

6.双关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故意让一个词语或一句话获得双重意
义。

7.引用

引用别人的话或成语、典故等。

8.反语

故意说反话，用一种本来意思相反的词语或句表达意思。

9.对偶

用字数相等、结构相似的两个句子或短语表达意思相近相关
或相反的。

10.反复

为表达强烈的感情有意重复使用某个词语、句子。

11.借代



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而是借用和这个事或人相关的人
或事。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四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元朝散曲家.《山坡羊潼关怀古》
《山坡羊骊山怀古》选自《全元散曲》.

王磐,《朝天子咏喇叭》选自《散曲丛刊》.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黎,元大都人,《天净沙?秋思》选自《全
元散曲》.

乔吉,元代散曲家,《水仙子重观瀑布》选自《全元散曲》.

现代文部分

鲁迅,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著作有杂文,小说,散文,诗歌等,收在《鲁迅全集》里.《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选自《朝花夕拾》,《社
戏》,《论雷峰塔的倒掉》(《坟》)《"友谊惊诧"论》(《二
心集》)选自《鲁迅全集》,《故乡》,《孔乙己》选自《呐
喊》.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人,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有诗集
《女神》,话剧《屈原》收在《沫若文集》,《天上的街市》
选自《郭沫若选集》,《炉中煤》,《立在地球上放号》.

茅盾,《白杨礼赞》选自《见闻杂记》,《雷雨前》选自《茅
盾文集》,《阿四的故事》选自《茅盾散文速写集》.

老舍,北京人,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著有小说《骆驼祥
子》,话剧《茶馆》.《小麻雀》选自《文学评论》,《在烈日
暴雨下》选自《骆驼祥子》.



巴金,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家》,《春》,《秋》,散文集
《废园外》,《随想路》,《废园外》选自《巴金文集》.

叶圣陶,《苏州园林》选自《百科知识》.

冰心,原名谢婉莹,女作家,主要作品收在《冰心选集》里,
《小橘灯》选自《小橘灯》.

朱自清,字佩弦,江苏扬州人,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有
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以及一些文
艺著论,收在《朱自清文集》.《背影》选自《朱自清选集》,
我们还学过他的散文《春》.

吕叔湘,江苏丹阳人,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主要著作有《中
国文法要略》,《现代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语文论集》,
《语文常谈》等.我们学过他的《介绍〈应用文写作知识〉》,
《论"基本属实"》《"偃旗息鼓"和"圆满结束"》.《人类的语
言》选自《语文常谈》.

吴伯箫,现代散文家,原名熙成,作品大都收在《吴伯箫文集》
里,《记一量纺车》选自《吴伯箫散文选》.

魏巍,字鸿杰,号红杨树,著有长篇小说《东方》等.《谁是最
可爱的人》选自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

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新闻工作者,学者.主要作者有《中国
救荒史》,《燕山夜话》.与吴晗,廖沫沙和写杂文《三家村札
记》.

吴晗,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谈骨气》选自《吴晗杂文选》.

杨朔,《荔枝蜜》选自《杨朔散文选》.

施耐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选自《水浒传》.



吴敬梓,《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

曹雪芹,《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选自《红楼梦》.

蒲松龄,《大罗刹国》选自《聊斋志异》.

契诃夫,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著有《契诃夫小说选》,
剧本《万尼亚舅舅》,《变色龙》选自《契诃夫小说选》.

莫伯桑,《我的叔叔于勒》选自《羊脂球》,代表作有《羊脂
球》.

马克?吐温,《竞选州长》选自《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选自《外国优秀散文选》,《成
功的秘诀》选自《外国小说精选》.

高尔基,《海燕》选自《高尔基全集》.

普希金,《在西伯利亚矿井地层》选自《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五

1、句子不完整。

如：战士的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优秀品质。

改为：战士的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优秀品质令人敬佩。

2、用词不当。

如：我的书包里还缺乏一个像样的铅笔盒。

“缺乏”用得不恰当，应改为“缺少”。



3、 搭配不当。

如：他穿着一件灰大衣和一顶红帽子。

“穿”与“帽子”搭配不当，应改为：他穿着一件灰大衣
和(戴着)一顶红帽子。

5、 词序混乱。

如：打乒乓球对我是很感兴趣的。

应改为：我对打乒乓球是很感兴趣的。

6、 前后矛盾。

如：油菜地里一片金黄的菜花，五彩缤纷。

“一片金黄”与“五彩缤纷”相矛盾，应把“五彩缤纷”去
掉。

7、 重复啰嗦。

如：他是我们班成绩秀、功课的学生。

“成绩秀”和“功课”意思重复，这里只需保留其中一个。

8、 不合逻辑，不合事理。

如：他在霞光中读着书，不知不觉过了两个钟头。

“霞光”稍纵即逝，持续两个小时是不符合现实的。应
把“霞光”改为“阳光”。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六

1、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误：城墙，正：军营。

译文：大败李信的军队，攻下两座军营，杀死七名都尉。

2、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误：按照，正：审理。

译文：徐有功特意开脱谋反的人，论罪应当处死，请审理他。

3、高祖遣使就拜东南道尚书令，封吴王。误：拜见，正：授
予官职。

译文：高祖派来使者授予(杜伏威)东南道尚书令的官，封他
为吴王。

4、府省为奏，敕报许之。误：报告，正：回复。

译文：有关部门为此上奏，(后主)下诏回复同意了这件事。

5、齐孝公伐我北鄙。误：轻视，正：边境。

译文：齐孝公进攻我国北部边境。

6、官人疑策爱也，秘之。误：喜欢，正：吝啬。

译文：过路的官人怀疑陈策舍不得骡子，便把它藏了起来。

7、尧民之病水者，上而为巢，是为避害之巢。误：生病，正：
担心，忧虑。

译文：尧的百姓担心水患，因而在水上筑巢，这就是避免灾
害的巢。

8、焕初除市令，过谢乡人吏部侍郎石琚。误：免除，



正：(被)授职。

译文：刘焕刚被授职市令，拜访同乡吏部侍郎石琚。

9、师进，次于陉。误：依次，正：临时驻扎。

译文：诸侯的军队前进，驻扎在陉地。

10、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误：完毕，正：
通“猝”，突然。

译文：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灾难突然降临也不会惊恐。

11、王趣见，未至，使者四三往。误：高兴，正：通“促”，
赶快。

译文：楚王赶快接见(尊卢沙)，(尊卢沙)没有到，(楚王派)
使者多次前去(邀请)。

12、存诸故人，请谢宾客。误：安置，正：问候。

译文：问候那些老朋友，邀请拜谢宾朋。

13、若复失养，吾不贷汝矣。误：借给，正：宽恕。

译文：如果再不赡养母亲，我就不宽恕你了。

14、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误：捉拿，正：及，达
到。

译文：楚庄王谋划事情很得当，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

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点总结篇七

各分句间的关系是平行并列的



如：“这衣裳既漂亮，又大方。”

承接句

各分句表示连续发生的事情或动作，分句有先后顺序

如：“看了他的示范动作后，我就照着样子做。”

常用的关联词语有：……接着……、……就……、……于
是……、……又……、……便……

递进句

分句间是进一层的关系

如：“海底不但景色奇异，而且物产丰富。”

选择句

各分句列出几种情况，从中选出一种

如：“我们下课不是跳橡皮筋，就是踢毽子。”

转折句

后一个分句与前一个分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对，或部分相反

如：“虽然天气已晚，但是老师仍在灯下伏案工作。”

常用的关联词语有：虽然……但是……、尽管……可
是……、……然而……、……却……

因果句

分句间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如：“因为这本书写得太精彩了，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假设句

一个分句表示假设的情况，另一个分句表示假设实现后的结
果

如：“如果明天下雨，运动会就不举行了。”

常用的关联词语有：如果……就……、即使……也……

条件句

一个分句说明条件，另一个分句表示在这一个条件下产生的
结果

如：“只要我们努力，成绩就会不断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