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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第二部分各类题型命题分析与解题策略 一、命题原则与

题型特征 1.命题原则 考研英语大纲就阅读理解对考生提出了

八项技能要求，其中第六项是，“(考生应能)理解文章的总

体结构以及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对于这项要求，在历年的

阅读理解试题中，不能说没有体现。但由于命题形式的局限

性，更多地注重了对 “单句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而对于“

总体结构”以及“上下文之间的关系”的考查还十分有限。

从2005年开始，考研英语阅读理解增加的新题型“选择搭配

题”可以说是直奔这一要求而来，把考查的对象直接指向考

生对“总体结构”和“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诸如连贯

性、一致性等语段特征等的理解，使考查内容由“点”直接

上升到“面”，使试题对阅读理解的全面考查趋于完善。 

《200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考试大纲》对该

部分试题进行了再次修订，在原有题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

种备选题型：题型二的“排序题”与题型三的“信息匹配题

”及“概括大意题”。实际考试时将从三种题型中选择一种

进行命题。 2.题型特征 题型一：试题内容是一篇总长度为500

～600词的文章，其中有5段空白。文章后有6～7段文字，要

求考生根据文章内容从这6～7段文字中选择能分别放进文章

中5个空白处的5段。这种新题型在2005年考研英语大纲中已

有明确规定，也是2005年考研阅读理解Part B的实考题型。在

后面的内容中的，我们将题型一简称为“选择搭配题”。 题



型二：在一篇长度约500～600词的文章中，各段落的原有顺

序已被打乱。要求考生根据文章内容和结构将所列段落(7～8

个)重新排序，其中2～3个段落在文章中的位置已给出。我们

将此种题型简称为“排序题”。 题型三：题型三又可分两种

考查形式：一是在一篇长度约500词的文章后面有6~7段文字

，这些文字是对文章中某一部分的阐述或举例。要求考生根

据文章内容，从这6~7个选项中选出最恰当的5段文字填入文

章的空白处，我们将其称为“信息匹配题”。另一种考查形

式是在一篇长度约500词的文章后面有6~7个概括句或小标题

，这些标题分别是对文章中某一部分的概括。要求考生根据

文章内容，从这6~7个选项中选出最恰当的5个标题填入文章

的空白处。我们将其称为“概括大意题”。 二、各类题型命

题分析与解题策略 1.选择搭配题 (1)“选择搭配题”命题分析 

“选择搭配题”的理论基础是格式塔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

实质上是一种“完形填空”(cloze)。考生所熟悉的完形填空

是一种词汇意义上的完形填空(word-focused cloze test),而“选

择搭配题”则是一种语句意义上的完形填空(sentence-focused

cloze test)。考生所要做的工作还是“女娲补天”恢复文章的

完整性。 从被挖掉的句子或句组的性质来看，通常有四种类

型： ① 主题句或包含主题句的一个句组。主题句通常不是全

文的主题句，而是段落主题句。这是“选择搭配题”的一个

命题原则，目的是让考生抓住全文的主旨，把握文章的主线

，而不至于让考生不知所云，无从下手。段落主题句可能在

段首处，也可能在段尾处，但以段首处居多。 ② 过渡句或过

渡段。过渡句主要是段落之间的过渡句，可能是前一段的结

尾句，也可能是后一段的开头句。还可能出现衔接前后内容



的段内过渡句，但出现的几率很小。过渡段则出现在两个独

立的段落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③ 拓展句或拓展句组。

拓展句可能出现在段落中间，也可能出现在段尾。它的最大

特点是，所阐述的内容是前面内容的延续或展开。 ④ 细节句

或细节句组。细节句相对于拓展句而言，主要指下文给出结

论，上文描述细节过程的情况。 (2)“选择搭配题”解题策略 

应对“选择搭配题”的关键在于理清空格所在句与上下文之

间的关系。考生在做题时首先应跳过空格通读原文，即认真

阅读试题的主干部分，分辨出选项部分从结构和内容上属于

文章的哪个部分，并可以与空白处的上下文有机地衔接起来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特别明显的词汇、句子等语言方面的

提示，也并不要求考生过分关注某一具体的细节；而是要着

眼于全文，在理解全文主题、发展脉络、文章结构、逻辑关

系等的基础之上做出正确选择。 考生在掌握全文的主题和主

线的前提下，应着重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① 句内关系

：分析选项句子或句组的主题词，考察选项的主题词与全文

的主题词是否吻合。 ② 句际关系：考察空白处与前后句子之

间的逻辑关系。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显性的，也可

能是隐性的。显性的句际关系有明显的标志词出现，这会给

考生理解文章发展的脉络带来很大方便。 ③ 句组关系：即一

组句子与另一组句子之间的关系。句子的组群与句际关系相

类似，可能为转折，可能为顺接，可能为因果，可能为例证

，也可能为对比、对照关系，只是所涉及的面要更大一些。

从理论上讲，一个选项中出现的句子越多对考生越有利，因

为它所包含的信息会更加丰富，更易于考生把握文章的整体

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考题中，句组关系比句际关系



出现得更为频繁。 ④ 段际关系：即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

段际关系可能是顺接关系、转折关系、例证关系或对比与对

照关系。对段际关系的理解是理解过渡句使用的前提条件。

还有一种特殊的段际关系，即过渡关系。如前所述，过渡段

在两个段落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2.排序题 (1)“排序题

”命题分析 这种试题主要考查考生的宏观阅读能力，要求考

生具备从总体上把握文章的逻辑结构及主要内容的能力。因

此，此类试题一般不会是时间顺序、逻辑顺序很强的说明文

，而是以说明性议论文为主。位置已经确定的段落一般在文

章的首段、尾段或中间段。 (2)“排序题”解题策略 排序题的

解题关键在于阅读各个段落时要把握它们的中心大意，并将

各段的大意整合，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顺序。具体而言，解

题步骤如下： ① 迅速浏览各段内容，明确各段大意。一边浏

览各段内容，一边圈定主题词及主题句，从中归纳各段的主

题思想，同时注意各段尾句可能的拓展信息。 ② 以已确定位

置的段落为轴心，寻找相邻段落。各段主题思想确定、全文

的主题也明确后，集中分析题中给出的已经被确定位置的段

落，考虑其可能承接或被承接的段落，依次确定邻近的段落

。 ③ 重新整合文章，确定排序是否正确。 根据前两个步骤，

大体确定各段顺序后，再次回过头来按照已排好的顺序快速

阅读文章，体会全文的脉络是否通畅，检查各个段落之间是

否有脱节现象。 3.信息匹配题 (1)“信息匹配题”命题分析 所

给选项放在文章的后面，是对文章中某一部分的阐述或举例

。这一题型主要考查考生区分论点、论据，把握论点、论据

一致性的能力。该题型要求考生根据文章内容，从多个选项

中找到能支持相应论点的论据。这就要求考生理解各个论点/



观点的重点和含义，并能找出与论点一致的论据。 (2)“信息

匹配题”解题策略 ① 浏览原文，把握全文的主题与结构。浏

览时要一边快速阅读，一边圈定主题词及主题句，从中归纳

各段的主题思想。针对设题的部分，由于概括性的表述已经

给出，要认真领会每一个关键词的含义，想像或引申其可能

涉及的具体事例，同时注意解释段尾句可能的拓展信息。 ② 

浏览选项，提炼每个选项的主题，推导其所能证明或支持的

观点。 ③ 对比分析每一个选项与原文中每个主题句的关系，

初步选定答案。 ④ 将选项套入原文进行通读，体会所选事例

或解释与原文中给定的主题是否吻合、贴切。 ⑤ 有时

在Directions中会给出有关文章主题的信息，这对于考研题来

说是十分难得的，考生应充分利用这个信息理解和把握文章

的主题和脉络。 4.概括大意题 (1)“概括大意题”命题分析 所

给选项在文章的前面，是6～7个概括句或小标题。该题型考

查的是考生把握主旨大意、进行概括总结的能力。该题型要

求考生为文章中的若干段落选出最恰当的小标题。其实，就

是要求考生选出最能概括段落主题或要点的标题。 (2)“概括

大意题”解题策略 ① 与“信息搭配题”一样，先浏览全文，

把握全文的主题与结构。浏览时一边快速阅读，一边圈定主

题词及主题句。 ② 浏览选项，将选项中的关键词与原文中设

题部分段落中圈定的关键词进行对比，初步选定答案。 ③ 将

选项套入原文进行通读，体会每个初选的主题或段落大意与

下面段落中的事例或细节描述是否吻合、贴切。 ④ 回顾全文

的主题与结构，考察所选的各个段落主题与全文的主题与发

展脉络是否一致，是否符合逻辑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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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