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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9_E5_A4_8D_E4_c38_61209.htm 学习重点： 所谓信息

，是指通过阅读而得到的知识、消息、情报或代表某些信息

的词语、符号、数据等。高考的《考试说明》把“筛选并整

合文中的信息”列为现代文阅读能力的一条要求。阅读，一

定要有信息观念。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有效信息，因此在

阅读中，就要特别注意阅读材料中提供的新知识、新理论、

新观点、新材料，要十分重视信息的获取，要十分重视对阅

读材料内容的理解、分析、归纳和吸收。准确地筛选并整合

文中的信息，需要具备对书面语言敏锐的感知能力，有了较

强的语感，阅读时就能迅速发现关键所在，辨清作品中的各

种提法，筛选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信息。敏锐的语感的培养，

要通过平时多读、多思考、多品味才能获得。 金题体悟： 

（2002年高考第9题）下列对沙尘暴灾害加剧的原因，表述不

正确的一项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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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森林大量砍伐，土地过度开

垦，工厂盲目建设，排放不加控制，造成生态巨变。 C.沙尘

暴中混入了工矿企业排放的有害成分和来自牲畜粪便中的病

菌病毒。 D.在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后，自然界的风蚀速度已

远远大于土壤的生成速度。 方法指导： 上面说过，准确地筛

选文中的信息，需要具备敏锐的感知能力，但仅凭语感也不

行，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如在做题时，要仔细将题目的

选项与阅读材料作比照，对所涉及到的概念的并列、属种、

交叉等关系，肯定、否定的提法，有关增减、强弱、大小、



升降、先后等的变化及其条件中的叙述，有关代词所指代的

内容多加注意。对材料中使用的起修饰、限制和补充作用的

词语，切切不可放过，材料的叙述有时故意“绕弯弯”，一

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化繁为简，把它读懂。还有一点应注

意的就是应该知道选项中的干扰项的种种干扰角度，在比照

材料中去识破它，如有的干扰项故意朝意思相反的方向说，

把程度重的说轻，把数量少的说多等等，有的干扰项故意说

绝对，说片面，或者说过头，或者说不及，有的干扰项故意

说与题目无关的内容，有的干扰项故意说材料中并不具有的

内容，有的干扰项故意说似是而非的内容，有的失之于窄，

有的失之于宽，凡此种种，不能尽举，都是辨析筛选时应小

心在意的地方。 这道题围绕“加剧沙尘暴灾害的原因”，列

出了四种表述，要求考生选出不正确的一项。要答好这道题

，首先就要弄清楚原文中哪些因素导致了沙尘暴灾害的加剧

。文中多次提到“在人为活动的干预下⋯⋯结果造成生态巨

变”“在人为因素的干扰后⋯⋯一连串的灾害也就由此产生

”“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等等，

这些信息足以提示考生：“加剧沙尘暴灾害的原因”肯定与

人有关，与人的活动有关。表述不正确的，显然应该是纯自

然状态下造成的内容。B、C、D三项都与人的活动有关，应

该说都是正确的，都可以排除。只有A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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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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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是加剧沙尘暴灾害的原因，

所以应该选A 。 再如：（2002年高考第20题）知音的传说已

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根据文意，分两点对此概括



说明。 答：（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所谓文化，一种意义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

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 两千多年来，知

音的故事一直在华夏子孙中间传诵，人们以追求像伯牙子期

这样的崇高友谊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从《吕氏春秋》《列

子》《乐府解题》到唐代诗歌，诸多的典籍中都作为重要内

容给以记载和传诵。可以说，知音的传说已经深入到华夏子

孙的心中，成为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阅读这篇文章，对具

有这样文化含量的内容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这些内容散见在

这篇文章中，因此本题还具有对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的考查

。第一条以文章第一段为主要思考内容，需要的是加工概括

，比较容易。第二条首先要有敏感，在初读的过程中就要有

这种敏感。难点在于将文中几处提到的出处和引用进行概括

。《吕氏春秋》《列子》《乐府解题》是古代典籍，诗歌也

在典籍之列，例如《全唐诗》，因此应该用古代典籍概括。 

样题参考答案：（1）神往和渴求知音，已经成为华夏子孙的

一种纯洁而神圣的情操。（2）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传

诵。 练习巩固： 阅读下文，完成14题。 满月的光与地球温度

的变化 据有关地球每日温度的调查报告称，满月的光能使地

球的气温发生变化。 据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3位学者共同

撰写的报告说，卫星对低层大气温度测量的结果表明，满月

时地球两极地区的温度比月缺时要高，但对热带地区的温度

则影响不大。 气象学家早就试图找出月球与地球气候之间的

关系。两年前，这几位学者就声称，全球气温出现随月相变



化略升高的现象，因为他们发现满月时地球的平均气温升

高0.02℃。随后他们又按纬度与卫星测得的数据进行核对，结

果发现，满月时地球两极气温升高的幅度是地球平均气温升

高的25倍。但在中纬度地区，情况却截然相反，月缺时气温

略高，满月时气温则略低。 科学家们认为，月球距热带地区

比距地球两极近，因而对热带地区气温的影响应比对两极气

温的影响更大些。虽然他们尚不能对月运周期与两极温度变

化的原因作出准确的解释，但他们推测，两极空气比其他地

方的空气清洁，因而照进的月光更多些；满月时受潮汐力的

作用，地球两极的空气比别处的空气受更多的压缩而发热，

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上述观点还需

进一步完善和证实。 1．下列不能说明“满月的光能使地球

的气温发生变化”的一项是 A.有关地球每日温度变化的统计

报告 B.卫星对地球低层大气温度测量的结果 C.满月时两极地

区与中纬度地区温差的比较 D.满月和缺月时两极地区温差的

比较 2．根据第3段文字提供的信息，假如满月时地球的平均

气温是15℃，那么两极地区的气温该是 A.升高到15 .2℃ B.升

高到15 .5℃ C.在原来基础上升高0 .75℃ D.在原来的温度上升

高0 .5℃ 3．文中结尾“上述观点还需进一步完善和证实”的

意思是 A.科学家们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B.

用两极空气比其他地方清洁和潮汐力作用来解释这一现象尚

缺乏科学依据。 C.两极气温在满月时较其他地区气温高的说

法还需进一步证实。 D.满月的月光能使地球两极的气温升高

和使中纬度地区的气温下降的观点不完整，没有被证实。 4

．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满月时，中纬度地区

的气温比两极地区还要低。 B.全球气温随月相变化略有升高



的原因尚未证实。 C.月球距热带地区较距地球两极近，因而

对热带地区气温影响应更大些，但实际并非如此。 D.月运周

期与两极温度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同空气的清洁度和潮汐力作

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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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