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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646393.htm 我们知道，在片段阅读中，有

一种很重要的题型就是主旨题。主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是主要的意义、用意或目的。因此，严格来讲，主旨题主要

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图推断题。不过为了讲述方便，我们

通常把内容概括题也纳入到主旨题的范围中。因此，这里所

讲的主旨题其实包含言内之意的内容概括题，也包括言外之

意的意图推断题。对于典型的主旨题来讲，在提问中都有非

常明确的标志，即，言内之意的内容概括题，提问方式中通

常包含“概括”、“归纳”、“主要意思”、“主要内容”

等，言外之意的意图推断题，提问方式中通常包含“意在表

明”、“主要想告诉我们的是”等。我们做这种典型主旨题

的时候，通常采用找主题句同义替换或者对主题句进行推论

的对策迅速得出正确答案，非常有规律可循。不过，今天华

图教育专家秦慧云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非典型主旨题。 所谓

非典型主旨题，就是我们看到题目以后，不能马上根据提问

方式判断其就是一道主旨题，甚至判定它是一道别的类型的

题目。 这样的非典型主旨题主要采用通常是这样的提问方式

：“对这段文字理解（最）准确的是⋯⋯”，“根据这段文

字，下列理解正确的是⋯⋯”等。 看到这种提问方式，大家

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细节推断题。但是如果单纯把这种

题目看做细节推断题，可能会浪费了一个节约时间的机会。

因为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把细节推断题置后做，是因为这种题

目太浪费时间。我们需要拿着选项和原文进行一一匹配，很



难从原文材料的角度找到突破口。比如“从这段文字不能推

出的是⋯⋯”、“根据以上文字，理解不正确的是⋯⋯”，

这种提问方式的题目，通常就是采用这种做题方法。而对于

刚才那些肯定的提问方式，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我们先来看

一下2003年的一道国考真题： 做一件事，往往有利也有弊，

只有利而无弊的事情几乎是没有的。《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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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