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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7_8E_B0_E4_c65_106634.htm 3能力的分类只是相对

的，而且它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只是一个大致的界限

而已。1、认知与理解能力；2、分析与综合能力；来源

：www.examda.com3、鉴赏与评价能力。而命题形式也无外

乎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下面分3篇文章试阐述之,此为

第二篇。分析文章的主题、结构的能力和筛选信息的能力，

归纳概括的能力(包括概括具体内容的能力，归纳文章中心的

能力)先说文章的分析能力：来源：www.examda.com分析文章

的结构：包括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各段的内部层次结构。一般

来说，应试所出的文章，结构层次都比较清晰，不像现代的

意识流小说，让人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是考试

所用的选文都是经过命题专家的推敲的。所以，都是有章可

循的。常见错误原因：1． 不能正确把握句间关系。或者说

就是没有照准“关键点”，其实考试的时候，命题点都是比

较重要的。特别注意表面上和试题题目关系不大的信息。2．

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自己认为那样是正确的，而没有看到

作者的真正的态度。这类的题目都是主观色彩很强的题目。

方法及对策：1. 如何把握句间关系和文章层次的关系，下手

处：从关联词语入手，尤其在段首或段末的关联词语（过渡

性的和总结性的），如果是并列之类的关系，则在段中会出

现表示并列关系的关联词语。其次：从关键词语（不是关联

词语）入手，仔细体会词语的差异，一般建立在对文段的整

体把握上面。最后：辅助信息，比如标点符号，很重要的。



还有，特殊的句式，如感叹句。2. 正确分析作者的感情态度

：首先对作者有个了解，限于熟悉的作者。其次对于文章的

文意的把握，如文章的体裁、主要内容，主题。其次对于作

者的行文目的。常见的“先入为主”：不能全面的掌握信息

，把自己知道的一点信息当成全部的信息，主要体现在对作

者（作品）的了解上面。如关于苏轼，我们都知道他的词的

风格是豪放派，可是他的有些词却写得相当缠绵，这种现象

很多，如孙犁的白洋淀风格，其实到了后期，他的文章风格

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此外，来自教材的看法：以前对于前

人的评价，往往强调意识形态（阶级）的观点，一棍子打死

，而现在的一些观点我们早就改变了一些看法，如对于垄断

的看法等等。这个在历史课本上面比较明显，但是对于理科

的同学要注意了。如对一些作家的评价如张爱玲沈从文等。

最后，我们学生自己也应有一个较高的思想修养和文学素养

。而且这些年的高考现代文阅读偏重于散文（文化底蕴很强

），更给我们提出了要求。筛选信息的能力：1． 首先找准

信息检索的空间。针对不同的题目，迅速定位。不要在大脑

中根据对文意的理解，想当然的去做题。从关键词入手。2．

定位好，然后筛选，注意一点：注意隐含信息。3． 下一步

，归纳总结，后面详述。此处先省之。常见错误原因：1. 缺

乏整体观念，关于现代文的阅读原则，我多次说过的整体性

原则，那是相当地重要，不再赘述。2. 思考不够全面，体现

在答题是归纳要点上面，丢三落四，自己写完了，都感觉不

怎么正确，所以，肯定是自己整理的不够准确了。3. 课内和

课外知识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顾此失彼，这条也可以看作

整体性原则的补充吧。归纳概括能力：主要是回答带有总结



性质的题目，这个几乎每篇现代文都会涉及到。06高考上海

卷：6．课文中涉及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有 (除本

文提及外)06高考广东卷：18.文章开头说：“我常常在黄昏时

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神

奇。” 从全文看，这里所说的“神奇”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错误原因：丢答案要点。方法：1.从关键词，段首和段末的

．注意逻辑顺序。注意答案要点的系统化，或者说条理化。2

．根据分值，一般这样的题目都是在2－4个要点之间，大多

是3个要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