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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做事都要借助于一定的工具。阅读是由认知文字开始，

去理解词语，把握内容材料，再通过分析结构技巧，去领悟

文章的思想观点，所以，阅读，不以一定的语文知识做工具

，也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巴甫洛夫说：“在想要攀登到科学

顶峰之前，应先通晓科学的初步知识。” 下边就现代文综合

阅读需要哪些知识作些介绍。文言文综合阅读需要的知识放

在文言文阅读部分里去介绍。各种能力是在运用中体现出来

的，因此，也将它们放在现代与文言文综合阅读里去说。 现

代文综合阅读所需知识大体上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有关文章

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语文基础知识；二类是文章背景知识；三

类是阅读学的知识。这里只谈掌握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 现

代文综合阅读题既然是由各种各类单项知识题组成的，当然

与单项知识题有共同点，所以解答综合阅读题，自然要以会

解各种各类单项知识题为基础，因此，掌握各种各类单项知

识就是不可缺少的前提。现代文综合阅读用到的语文基础知

识，包括文字、词语、语句、修辞、标点、篇章及文学、文

化常识等多样。为了便于训练和避免重复，如前言所说，我

们将文字、修辞、标点、篇章知识放在写作部分里，从运用

的角度去讲解，这里只就词汇、语句及文学、文化常识等，

从理解的角度加以解说与训练。来源：考试大 第一节 正确掌

握词语（包括成语）来源：考试大 语言里所有的词构成了语

言的词汇，它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汇前连语音、文字，后



连语法、修辞，又是色彩风格的集中体现，所以是学习现代

汉语的节骨眼。掌握词语，重点是了解词的意义、特点、作

用，把握词的使用规范，懂得用词的基本技巧。核心是能根

据语境辨别词义，做到准确理解和正确地使用。 一、根据语

境，准确把握词义 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声音是词的物

质外壳，意义是词的内容，二者是约定俗成的，具有客观性

、概括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的特点，是语言交际的基础，个

人不能随意改变。所以，掌握词义很重要。来源：考试大 (

一)了解词义与宇义的关系 词义以语素意义为基础，不全等于

字义。在单音单纯词里，二者是一致的，如“水、火、牛、

羊”。在复音单纯词里，联绵词不能分开讲，如“扶摇、窟

窿”；象声词与译音词只是借音，都跟字义无关如“乒乓、

逻辑”。在合成词里，字义只是理解词义的重要基础与线索

，如“消息、委顿”；比喻义不能照字面死抠，如“包袱、

碰壁”；成语不能用字面或今义去解释，必须追其来源，如

“胸有成竹”“望洋兴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合成

词的词义也不都是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语素意义的融

合与升华，所以都不可照字面意义去机械理解，不能望文生

义，要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如“白菜、动静、黄泉”。当然

，吃透字义有助于理解词义，这是无疑的，如“虚与委蛇、

走马观花、司空见惯”。来源：考试大 (二)了解多义词的不

同义项 词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词，最初的时候只有一

个意思，叫做本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入，

修辞手法的运用，词语使用范围的扩大，总要有些新义派生

出来，这就使词具有了多义性。所以，现代汉语里，除了一

部分专有名词、科技术语、法律用语和最初的新造词是单义



的外，大部分都是多义词。 一个多义词，除了本义外，还有

不少转义，有引申义，如“兵”，就有“兵器、士兵、兵临

城下、兵荒马乱、兵不厌诈、纸上谈兵”等多个含义；有比

喻义．(不包括尚未固定下来的临时性的比喻用法)，如“苦

海、刀山”。 另外，词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还有不少的言

外之意。像因比喻、双关、借代、委婉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而

产生的临时性的比喻意义(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双关意义(腊

月的萝卜冻（动）了心了)，借代意义(六月天兵征腐恶)，委

婉意义(送他上西天算了)。还有像因词语使用中的主观性而

产生的不同理解。比如，有个小男孩看到某办公室门上挂着

“非公莫入”的牌子，就大摇大摆地进去了，有人问他：“

你怎么进来了?’’他说：“我是公的，怎么不能进来!” 上

述现象，都可使词义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但

要明白，词在词典里作为语料静态存在的时候，虽然是多义

的，然一旦进入了一定的言语环境，那它就只能有一个意义

是正确的了，这叫词在使用中的单‘性。所以，准确辨析一

个多义词在具体的言语环境里使用的是什么含义是很重要的

，否则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语句的意思，这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之一。 (三)了解同音词意义间的区别 一个词的各个义项之间

，如果还能找到它们历史的或现实的联系，那就是一词多义

；如果已经找不到它们之间有任何关系，那它们便是同音词

了。比如“花(朵)”与“花(钱)”就是同形的同音词。对这类

同形的同音词，我们只要记住各自的意思就可以了，没有理

解运用上的太大困难。比较容易相混的是异形的同音词，在

口语中会带来某些误解。比如“期中考试学生全部及格”与

“期终考试学生全不及格”，如果不看文字，那是不易听清



楚的。不过这类同音词也不会造成很大问题，因为我们可以

运用多种办法加以避免。比如将“期终”换为“期末”，将

“全部”改成“全都”，就可以清楚地区别开了。真正在实

际运用中容易出错的，是其中意义相近的异形同音词(包括部

分音近的词)，如不把握其间意义上的差别，是很容易用混的

，这也是我们要掌握的重点之一。来源：考试大 例如：指出

下边语句的横线上，哪句可填进“以至”，哪句可填进“以

致”：A．他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生命。B．他事先没

有充分调查研究，做出了错误的结论。C. 形势的发展十分迅

速，使很多人感到惊奇。D．这是她近来老想不通、非常苦

闷的问题。 ． “以至”与“以致”是同音词。“以至”着眼

于从此至彼，表示“直到”，也表示由某种情况产生的结果

。“以致”着眼于招致，表示由某种原因造成的结果，而且

是不好的或不希望的结果。据此AC应填进“以至”，BD应

填进“以致”。 这类的词还很多，应注意掌握。例如：报复

、抱负；爆发、暴发；变换、变幻；篡改、窜改；处世、处

事；度过、渡过；法制、法治；反应、反映；抚养、扶养；

沟通、勾通；贯注、灌注；国事、国是；功夫、工夫；检查

、检察；截至、截止；界限、界线；克服、克复.刻画、刻划

；权利、权力；启示、启事；熔化、溶化；事务、事物；委

屈、委曲；需要、须要；必须、必需；意气、义气；施行、

实行。 同音词虽然有以上易混的问题，但也有其长处，那就

是可以构成修辞上的谐音双关，使语言幽默生动，寓意深长

。只要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注意把握其区别，是可以扬长避

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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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