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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基础知识手册》丛书，是在1993年薛金星先生主编的《高中语文基础知识手册》引领下，逐渐发
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已发展成为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24个单品系列图书。
她的服务宗旨是：全面全程、科学系统地满足学生从小学到初、高中阶段的不同需求。
其追求的目标是：“一册在手，知识全有；一套在手，学习无忧；一旦拥有，爱不释手。
”　　“剑锋在磨砺，梅香从苦寒。
”《基础知识手册》的成功，正是基于这种服务宗旨和崇高追求。
自1993年面世以来备受广大一线师生的厚爱，年年畅销不衰。
其根本原因在于薛先生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了一大批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专家、特教和名师，根据学
生的不同需求和学科的不同特点，结合中高考及同步教学要求，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精心著述、反
复修订，从而确保了图书的高质量和学术的权威性。
　　“特立须独行，领异应标新。
”《基础知识手册》匠心独运，风格别具。
她既有全面系统、清晰准确的知识梳理和讲解，又有科学独到的规律总结；既有学科思想方法的启迪
，又有实用管用的技巧点拨；既有同步学习的备查资料，又有中高考的方向指导。
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知识准确；她方便快捷，随查随用，工具性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目前《基础知识手册》的类似产品不少，但北京金星书业的《基础知识手册》销量却在市场上名列
前茅。
因为她是专家心智的结晶，是学生的良师，是教师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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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8．以情动人9．托物言志10．借景抒情11．情景交融五、写人为主的记叙文的写作1．一个人的写
法2．两个人的写法3．一群人的写法六、记事为主的记叙文的写作1．一件事的写法2．几件事的写法
七、写景状物为主的记叙文的写作1．写景2．状物第二章 说明文一、说明文的文体概述二、说明文的
写作要求1．准确抓住事物特征2．确定文章说明中心3．合理安排说明顺序4．恰当选择说明方法5．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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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概述二、议论文的写作要求1．具备三种基本的议论能力2．论点鲜明、正确、有针对性3．论据真
实、典型、充实4．结构安排要合理5．论证方法要恰当三、议论文的写作方法1．论点的提出2．论据
的运用3．方法的选择4．论证的思路5．语言的锤炼6．立意的创新四、各类议论文的写作1．一事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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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3．表扬信4．慰问信5．求职信6．介绍信7．证明信8．明信片9．倡议书10．申请书11．邀请
书12．聘请书13．建议书14．决心书15．挑战书16．应战书17．欢迎词18．欢送词19．答谢词20．日
记21．通知22．启事23．计划24．总结25．条据26．公约27．简报28．海报29．喜报30．合同31．赠
言32．短评33．电报稿34．广播稿35．演讲稿36．板报稿37．新闻稿38．通讯稿39．说明书40．汇款
单41．颁奖词42．解说词43．导游词44．广告词45．访问记46．手机短信47．宣传标语48．调查报告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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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6．细节观察法17．静态观察法18．动态观察法19．时序观察法20．追踪观察法21．自我观察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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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作者来说，不管选用哪一种人称，都应把那一种人称使用到底。
也就是说，不应在行文中间变换人称。
如果变换了人称。
文章的线索就会中断，叙述就会混乱，从而显得不近情理。
我们一般要求写真人真事，即写自己亲见亲闻亲历的事情，这样，采用第一人称是最为恰当的。
这有利于我们训练“写实”的基本功，有利于我们自如地表达内心感受。
为了使第一人称贯彻始终，写作时应牢牢记住“我”是叙述的主体，使所写的事件、人物都在我的“
视野”之内，直到文章最后，也不要忘了由“我”的最后见闻或感受来结束。
记叙详略要得当一篇记叙文，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往往要写许多事件和人物，但并不是居于平等地
位的，而是有主有次的。
该详则详，该略则略，要注意剪裁。
安排详略主次的前提和关键是确立中心思路，也就是你要通过这篇文章告诉读者什么。
中心思想是衡量材料主次从而安排详略的依据。
那些与中心思想关系最密切的内容，就是重点，就要详细地来写；反之，则是非重点，要简略地写。
如果是记事的文章，一般都要将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几个部分交代清楚。
虽然不是每一个事件都有剧烈的冲突，但高潮部分都是存在的。
一般来说，高潮部分是记叙中的重点，要写得比较详细；其他部分只要交代明白即可。
写人的文章，重点在于能突出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可以对人物的外貌进行详尽的描绘，通过外貌描写
来体现性格；也可以引述人物的语言，描写动作、神态等，表现其内心世界。
如果要通过几件事来表现人物不同侧面的性格，则要抓住一件事和一侧面作为重点，其他的可以相应
简略。
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因内容过于琐碎而使中心不鲜明。
写景状物的文章，首先要确定记叙的顺序，在这个顺序中突出最能体现景物特征的部分。
比如写月季花，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它的花朵，所以就要从颜色、形态等方面进行描写，叶、茎、根
等其他部分则可以略写。
需要注意，详略是相对而言的。
详写不足要面面俱到，略写也不只是一笔带过，而是要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来进行详、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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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册在手，知识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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