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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_E5_AE_B6_c26_488758.htm 2007年言语理解与表达增加了

言语表达中的一种典型题型：选词填空。这种题型比较容易

，做起来也比较快，08年国考中还会沿用这一题型。同时，

在片段阅读中，也增加了表达类试题的考察：文意顺承题，

这种题型以前考的比较少，很多考生还不太熟悉，万老师在

这里重点列出两道题分析。 例题一 中国很早就有鲛(jiāo)人

的传说。魏晋时代，有关鲛人的记述渐多渐细，在曹植、左

思、张华的诗文中都提到过鲛人。传说中的鲛人过着神秘的

生活，干宝《搜神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

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虽然不断有学者做

出鲛人为海洋动物或人鱼之类的考证，我个人还是认为他们

是在海洋中生活的人类，其生活习性对大陆人而言很陌生，

为他们增添了神秘色彩。 作者接下来最有可能主要介绍的是

：( )。 A.关于鲛人的考证 B.鲛人的神秘传说 C.有关鲛人的诗

文 D.鲛人的真正居处 【解析】本题选B。材料引用了王家蒙

先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道题很难。做

文意顺承题最主要的是把握已知材料的主题，已知材料的主

题就是作者要重点介绍的内容。万老师提醒大家本题难就难

在作者在个人观点句“我个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在海洋中生活

的人类，其生活习性对大陆人而言很陌生，为他们增添了神

秘色彩”中提到了三句话，这三句话中哪一句话是作者要说

明的重点才是本题的关键，单从这句话很难看出作者要说明

的主题，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 例题二 信息时代，信息的存



在形式与以往的信息形态不同。它是以声、光、电、磁、代

码等形态存在的。这使它具有“易转移性”，即容易被修改

、窃取或非法传播和使用，加之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信

息技术产品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在

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间接的、非面对面的、非直接接触的新式交往。这种交往形

式多样，信息相关人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 

作为一篇文章的引言，这段文字后面将要谈论的内容最可能

是：( )。 A.信息存在形式的更新 B.信息社会与信息伦理 C.人

际交往形式的多样化 D.信息技术产品与生活方式 【解析】本

题选B。材料引用了王亚强先生2006年4月4日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的《探索：信息伦理与构建信息和谐社会》一文，这

道题有一定难度，本题考查的也是文意承接问题。材料首先

谈到了信息存在形式，然后谈到了在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广

泛应用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形式，而这种新的交往形

式“难以用传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那么问题就引出来了

：新的伦理准则该是什么？信息社会与新的伦理准则之间又

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结合选项，只有选项B符合推理。 例

题三 虽然世界因发明而辉煌，但发明家个体仍常常寂寞地在

逆境中奋斗。市场只认同其有直接消费价值的产品，很少有

人会为发明家的理想“埋单”。世界上有职业的教师和科学

家，因为人们认识到教育和科学对人类的重要性，教师和科

学家可以衣食无忧地培育学生，探究宇宙；然而，世界上没

有“发明家”这种职业，也没有人付给发明家薪水。 这段文

字主要想表达的是：( )。 A.世界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发明 B.发

明家比科学家等处境艰难 C.发明通常不具有直接消费价值 D.



社会应对发明家提供更多保障 【解析】本题选D。这道题要

注意转折词“然而”后面的内容：世界上没有“发明家”这

种职业，也没有人付给发明家薪水，因为转折词后面的内容

一般是材料要重点说明的内容。C项不是材料介绍的内容，

材料中没有提到，错误类型是：无中生有；B项是材料介绍的

内容，但不是作者要表达的中心内容，只是材料现象的简单

复述，错误类型是：表面现象；A项的内容明显超出了材料

的内容范围，错误类型是：扩大范围。 例题四 城市竞争力的

高低，从本质上讲，不仅仅取决于硬环境的好坏基础设施水

平的高低、 经济实力的强弱、产业结构的优劣、自然环境是

否友好等，还取决于软环境的优劣。这个软环境是由社会秩

序、公共道德、文化氛围、教育水准、精神文明等诸多人文

元素组成的。而这一切主要取决于市民的整体素质。 这段文

字意在说明：( )。 A.人文元素组成了城市竞争力的软环境 B.

软环境取决于市民的整体素质的高低 C.城市竞争力由硬环境

和软环境共同决定 D.提高市民整体素质有助于提高城市竞争

力 【解析】本题选D。这道题有一定的区分度，关键要站在

作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作者要谈的是城市竞争力，不是要

谈环境问题！材料中的城市竞争力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硬环

境的好坏，还取决于软环境的优劣，而软环境的优劣主要取

决于市民的整体素质，这说明提高市民整体素质有助于提高

城市竞争力。A项、B项和C项是材料介绍的内容，但不是作

者要说明的核心内容，材料强调的是“不仅仅、还”后面的

内容，转折后面的内容一般是重点内容，同时要注意：最后

一句话中的“这一切”指的是城市竞争力和环境(硬环境和软

环境)。 例题五 《拾穗者》本来描写的是农村夏收劳动的一



个极其_______的场面，可是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

不是画家所能_______的。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热闹 设想 B.平凡 意料 C.火热 控制 D.忙碌 想象 【解

析】本题选B。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句意关系，由“本来、

可是”可以知道前两句话是转折关系，平凡的事情产生了不

平凡的效果，第一个横线上应该填艺术效果表现力不强的词

，由此可以排除选项A、C、D。 例题六 由于疏于______，院

里的房屋大多十分陈旧，与旁边修建得簇新的正乙祠戏楼相

比要______得多，不过在院中我们依稀还可以看到正乙祠当

年的身影。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修饰 寒

酸 B.修葺 逊色 C.管理 破败 D.维护 杂乱 【解析】本题选B。

比较简单，但涉及到专业用语，重点考查词语的搭配。修葺

是专门用来和房屋的修缮相搭配的词；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根据上下文的一致性和句意关系，由句中的 “与某某相比

”可以知道前两句话是比较关系，第二个横线上应该填存在

比较的词，同时这个词要和句中的簇新相搭配，由此可以排

除A、C、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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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