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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技说明文的阅读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近几年，高

考语文试卷大多有这类文章的测试题目，其意义颇为深远。

据分析，这类试题的题型相当稳定，全是选择题，一般要求

考生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选出符合（或不符合）原文文意

的选项。而考生普遍反映其难度大，得分低。本文拟就这类

试题的解答步骤和答题技巧作些探讨。一、解答步骤1．通读

全文。科技说明文的篇幅多在700字左右，原文一般没有题目

，这给我们把握文章主旨造成一定困难；而篇幅较短，阅读

量小，又相对减小了难度。做题目之前一定要通读全文，迅

速形成整体印象，初步了解主要信息。要边读边理解，每读

完一个长句或段落之后，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复述”一遍

，以加深认识。在通读全文时，应重点留意每段的首句，因

为这些句子大多揭示了本段的主要内容，常常与全文主旨密

切相关。一篇科技说明文一般有四段，把握首句可以在很短

的时间内获得许多重要的信息。2．细读试题。对材料有了总

体印象后，应根据试题仔细推敲题意，弄清题目要求，即从

内容上弄清是有关什么的选择，从选择标准上看清是选说法

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3．题文对应。科技说明文答题有一个

基本原则：答案就在原材料中。为此，必须根据题意，从原

材料中找出与各个选项相对应的句段，并从这些句段中提取

有效信息，找准已知条件，作为解题的依据。这是答题的关

键。4．筛选答案。即紧扣题干的要求，根据有效信息来筛选



答案。二、答题技巧：破译干扰项密码解答科技说明文阅读

题可以从排除干扰项（即不符合原文文意的选项）入手。而

要寻找出干扰项，就得了解干扰项的设置方法。一般而言，

设置干扰项主要是在概念、判断上做文章，其主要方法有：

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无中有生、源流倒置、夸大其辞、答

非所问等等。下面结合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分别作些解说。1

．偷换概念。指概念之间有暗换的情况，即选项中的词语同

原文的词语不是等值概念的交换。如1997年第20题A项为“应

激素作用于肠脑引起肠神经系统化学物质的改变”，同相关

的原文“惊恐又引起交感神经影响肠脑的血清素分泌量”相

比较，就会发现选项把“惊恐”暗换成了“应激素”，则此

项是干扰项。又如1998年第23题B项，把转基因作物理解为“

能够产生抗除莠剂、抗植物病毒等额外基因的作物”，而原

文的说法是“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将外来基因移植到某种植物

的脱氧核糖核酸中去，以便使它产生靠杂交方式根本无法获

得的某种新的特性：抗除莠剂的特性、抗植物病毒的特性、

抗某种害虫的特性等”，可见选项错误有二：一是以“额外

基因”偷换了“特性”，二是未说明转基因作物是通过“移

植”“外来基因”而产生多种特性的。2． 以偏概全。指从

范围上对内容进行了随意扩大，即选项有意把原材料中对某

类事物所作的一部分判断扩大到某类事物的全体。一般选项

中出现“凡”“全”“都”“所有”“一切”之类的字眼时

，我们就要引起警惕。如1998年第25题A项为“转基因作物的

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所有品种都得到推广种植”，

它与原文“种植最多的是棉花、玉米和西红柿等。在实验室

试种的还有莴苣、西瓜、稻谷等品种”表意不同，犯了以偏



概全的错误。1999年第17题B项“比较起人类来，冬眠的哺乳

动物在更宽的范围里发生了进化”，它同原文“它们在更宽

范围的调节性上获得了进化”相比，除少了“调节性”一词

外，其他都是“同义复述”；但少了这一词，范围就扩大了

，容易使人误以为冬眠的哺乳动物在所有方面都发生了进化

。此外，2000年高考第19题C项也用了以偏概全干扰法，读者

可试作分析。3．无中生有。指干扰项的内容在原文中完全找

不到根据，纯属命题者故意提出来迷惑考生的。比如1997年

第20题C项，说肠脑“具有同颅脑一样的能够控制肠胃运动的

独立功能”，而原文只谈到颅脑与肠胃运动有关，肠脑则与

结肠炎、过敏性肠综合症等有关，并没有讲肠脑也可以“独

立”“控制肠胃运转”，显然本项有误。该年第22题B题“情

绪的变化是肠脑和颅脑发生联系的重要渠道”，也用了无中

生有的干扰法，因为原文只说颅脑和肠脑是“通过迷走神经

连接”的，该项在原文中根本找不到依据。另外，1998年

第23题的A项和C项、24题的A项和D项，原文中也都没有相

应的说法，也属无中有生。4．因果倒置。指选项在因果（或

条件）关系上，故意把原材料中的“因”（或“条件”）变

成了“果”，或者把“果”变成了“因”（或“条件”）。

比如1998年第18题B项为“当心脏收缩时，钙离子就流进心脏

细胞；当心脏舒张时，钙离子就从心脏细胞中排出”，而原

文说的是“当钙离子流进心脏的细胞时，就引起心脏收缩；

当钙离子随即排出细胞时，心脏又开始舒张”，可见选项因

果倒置，正好说反了。另有一种情况是强加因果关系。比

如2002年第9题A项把“强上升气流把颗粒微小的粉沙细土和

微尘扬上天空，作中长距离的输送”作为“沙尘暴灾害加剧



的原因”，但细读原文即可知道，“强上升气流⋯⋯作中长

距离的输送”，只是地质史上的一种现象，是风力对草原带

的风化物质进行筛选分类后的一种结果，并不是加剧沙尘暴

灾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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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