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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9_E8_AF_AD_E6_c65_177793.htm 一、现代文阅读命

题的基本角度 命题的角度集中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理解

文章的主旨，这是最主要的考查角度；②理解文中重要句子

的含意；③鉴赏作品的语言和表达技巧；④筛选并整合文中

的信息。 二、必须强化的六项基本能力 在把握命题的基本规

律的前提下，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强化解题过程中的六种相关

联的基本能力，并掌握相应的基本方法，这是搞好这一部分

复习的根本。 1．快速阅读和文章整体认知的能力。考场上

的时间压力，使我们不可能像平时那样从容地去对文章的每

个细节详加揣摩，而实践证明，“因题读文”又常常导致对

文章理解的片面、不准确、不深刻，甚至会是误解，这是阅

读的大忌。在“加强文本阅读的整体性综合”已成为高考命

题的明确趋势的情况下，提高这两种能力更成为提高解题水

平的基本前提。提高这两种能力应注意以下几种方法： (1)把

握行文的一般规律，理清作者的行文思路。文意的起承转合

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往往有一定的语言标志。这些标志

主要有：承上启下的过渡句(段)，领起句或总括句，表示主

次轻重的词语等。阅读时，必须抓住这些语言标志，认真揣

摩，反复领会。当然，有些文章的结构并没有明显的语言标

志，这就要从文章的内部逻辑联系方面去分析。 (2)把握散文

的文体特点，梳理作者的情感脉络和把握文章的内容主旨。

阅读时，心中要有文体意识，要首先注意文题、作者、写作

时间、注释说明等，然后找出画龙点睛的句子。作为托物言



志类的哲理性散文，在叙述和描写中总有一些议论和抒情的

语句，阅读时一定要善于抓住议论抒情的句子去把握文意，

尤其注意文章结尾的议论抒情，它们往往就是全文的主旨所

在。如押题九《胡杨仰止》一文的最后几句议论，对理解全

篇主旨十分有帮助。 (3)抓住每段的主旨句或关键句，化面为

点(对每段的内容进行高度浓缩)，连点成线(将各段主要内容

连成一体)，以把握文章的主体内容，形成对文章的整体认知

，即作品写了什么人(事)，有什么特点，表达了什么感情，

如何评价这些人(或事)等。主旨句一般位于文章的开头或结

尾。关键句是文中负载主要信息的语句，一般包含在如下句

中：①指示语。文中专门告诉你文章对象的句子。如告诉时

间空间范围的时空指示语。②概括语。揭示层次，指示文章

内容的句子。③情态语。表情态基调的句子。如《肖邦之家

》的开头和结尾中感觉和肖邦在“促膝谈心”的句子，就是

主旨句。 2．全面审题与确认阅读区间的能力。 审题在回答

问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些在题干中已经明示，如《胡

杨仰止》第二题：“文章描写了胡杨的哪些特点?试根据三、

四两段的内容，作简要概括。”有些要我们根据题干内容的

需要去寻找。所以全面审题，有效地利用题干中的信息提示

，方能回答得全面。 一般而言，形成全面审题的能力要从下

面几个角度进行思考： (1)体会命题意图。题干的设置通常包

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创设情境、设问角度和命题意图。前两

者是显性的，后者则是隐性的，但却又是最为关键的，它直

接关系到答题的方向，与命题意图吻合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要努力通过题干去揣摩命题的意图。 (2)明确答题方向。题干

中的答题方向同样是非显性的，把握方向，遵循方向，就能



提高答题的准确性。 (3)寻找阅读区间。发掘题干中所隐含的

信息，以题干的“此信息”去求答案区间的“彼信息”。(4)

确定答题方法。答题方法包括答案应采用怎样的句式去表述

、用怎样的方法去推求答案等几个方面，这同样会在试题题

干中有所反映。 阅读区间确认能力，是在审题基础之上对文

章相关内容的一种分析认知能力，它是以审题的全面、准确

、到位和对文章精确的整体认知为前提的。这里的“区间”

，是指回答特定问题时所必须依据的文体材料的大致范围，

区间确定的是否准确到位直接决定了答题的质量。 需要强调

的是，在目前高考命题越来越注重整体性综合的背景下，阅

读区间的确认能 力就显得更为突出。这需要对文章进行全面

扫描和综合性思考，需要审题的高精度，避免区间确定的片

面性，不能关注一点不计其余。这才能不会因丢点而失分。

3．信息筛选与语言转换整合能力。 这两种能力在答题过程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本质上说，现在高考阅读所考查的

，其实就是一种实用阅读能力，而实用阅读都是以筛选信息

为根本目的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筛选能力”便

成为阅读的核心能力。“筛选”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阅读区

间的局部精读、提炼的过程。要提高这一能力就要注意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注意信息间的各种关系。这些关

系主要包括：解证关系、总分关系、因果关系、本原与转折

关系、前后照应关系、替代与被替代关系等，明确了信息间

的彼此关系，我们才可能分清主次，准确把握主要信息，从

而进行正确的筛选。(2)要特别注意信息的标志。这些标志主

要包括：顺序词(如首先、其次等)、关系词(如各种关联词等)

以及提示词等。 语言转换和整合能力，是指在筛选信息的基



础上，对主要信息进行深加工的一种能力，也即答题语言的

最终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转换说法、语言重组、

提炼概括等。从解题过程上看，这是解题的最后一环，也就

是“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定性一环。 转换说法，也就是将作

者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语言重组概括提炼则是依

题目要求对文章从某一角度进行表述，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

语言组织能力。要提高语言的组织能力一定要注意如下几个

角度：（1）紧扣题意，选用恰当的句式、适宜的角度作答，

即如何问就如何答，使“答”与“问”有直接的关联性。现

在的考题一般应该紧扣题干要求，对准文中的有效信息，将

题干要求与文中的已知信息重新进行组合，使之成为全面、

凝练、流畅、契合要求的标准答案。（2）有效利用文中的重

要词句。一般来说，答案要点中的关键词语和主要意思就在

原文中，我们应牢牢将其抓住，进行有效的提取、剪接、重

组。（3）需要高度概括的题，要把握好角度，对文章主旨形

成清晰明确的认识，对文章的前后关联要作到心中有数，对

相关信息在文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清楚明确。有了这几个前提

才能准确答题。如《肖邦之家》的第一题。 三、解题过程中

的一些技巧 1．看赋分，配答案。一般来说，每题赋分都在4

分以上，这也决定了每个题目的答案要点一般不可能只是一

点。一般情况4分题答案至少应有两点，6分题答案至少应有

三点。如果命题人在作答处已标明(1)(2)之类序号，则按序号

答够要点；如果未标明序号，考生也应该心中有数，不可只

答一点了事。 2．合理安排答题顺序。从命题的一般原则上

说，本部分试题有一个从易到难的梯度，应从前到后步步推

进。 3．把握各题间的相互关联。由于21题是对全文的赏析，



在一些关键点上，往往与前三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果把

握好这种联系，对我们解题当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4．了解

错误选项的设置方法，做好多选题。一般而言，选项设置的

迷惑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程度深浅、范围大小有意混淆；

偶然、必然有意混淆（把原文中的可能有意说成必然，把偶

尔说成往往）；已然、未然有意混淆（有意把原文中的设想

或推测说成已经）；以偏概全（把其中一方面或一部分所具

有的某些特点说成是所有同类事物的特点）；张冠李戴（把

甲的说成是乙的）；因果颠倒（把因说成果，或把果说成因

）；误划类别（把同类的拆开或把不同类的归在一起）；无

中生有（原文中本无此意，而凭空捏造出这种说法）；偷换

概念（乍看与原文的说法一样，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实际上

并不是一回事）。了解了这些手法，对提高解题意识意义重

大。 5．开放性试题，在语言组织上要注意点面结合，避免

抽象。公式化和概念化的表述，是高考中的大忌。在组织语

言时，要先“盖帽”后分析，要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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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