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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词语、句子在文中的意思

1.理解词语在文中的意思

①词语的类型

第一，和文章的主要内容相关联的词语。

也就是说，这样的词语，与整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或

与文章某些段落的主要内容密不可分。如不能正确理解

这样的词语，就会对全文或某些段落的内容正确理解有

重要影响。如2016年上海高考第一题对“现身说法”的理

解，考查的就是对词语意思的理解。

第二，概括力强的词语。

主要是指选文中，有些词语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对

表现事物之间的差异，或是思想感情起到不可替代的作

用。

第三，具有比喻义、引申义、象征义的词语。

如以前高考考过的“年轮”这个词语，既有本义，又

有引申义。在理解的时候，就要把引申义写出来。

②理解的方法

第一，联系词语所在句子的内容。

因为“词不离句”，这是约定俗成的法则。词语是组

成句子的单位与成分。

第二，联系前后句述说的内容。

即句与句之间的意思是相互衔接的，更主要的，词语

所在句子前后句的内容。

第三，联系相关内容的思路。

因为，有的词语在文中的跨度大，如果只根据本句或

前后句所述的内容还不足以准确地判断它的意思，这就

决定了对它的理解要联系相关文字的思路来完成。

③注意的问题

理解词语，首要应注意的问题是抛开语境，望文生

义。具体来说：

第一，关注相同词语的言外之意。

就是说，有些词语的本义是明确的、固定的、单一

的，但作者常常会赋予新的含义。如“标志”一词，有漂亮

的意思，但有时候却用作反语，在理解时就应加以留心。

第二，关注不同词语的相同意义。

有些词语与词典意义完全不同，然而，作者为了追求

语言的活泼、变化，有时会赋予不同词语以相同的含义。

第三，关注非词语题所涉及的词语。

文章中的有些词语，命题并不是放在词语解释题中

考的，而是其他试题涉及的，对此，也应关注。

2.理解句子在文中的意思

这是现代文阅读的一个重要的考查点。

①句子的类型

考查的句子，一般包括这样几类：

第一，就文章的内容而言，中心句、首括句等是考查

的句子。

在社科类的文章中，直接表达作者观点的句子；在

自然科学类的文章（指说明性的）中，揭示事物重要属

性、说明主要事理的句子；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作者观点

态度或写作意图的句子，一般都属这类句子。

第二，就结构上说，总领句、总结句和重要的过渡句

是考查的句子。

第三，从表达上说，富有哲理的句子是考查的句

子。

②理解的方法

常用、有效和主要的有这样几种：

第一，以句中的核心词语为突破。

因有的句子，只要把其中的重要词语的含义理解

了，整句的意思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可从分析句子在文中的位置突破。

如开头句，具有扣题、总领的作用；中间的句子是承

上启下的作用；结尾句子有点明中心、深化主题、卒章显

志等作用。

第三，可从分析其表达意图突破。

主要指具有特色、哲理的句子，如反复句、感叹

句、反问句等。

③注意的问题

第一，不可臆测。

也就是说，理解句义，要结合上下文，不能把原本没

有的意思强加给作者的文章。

第二，发散理解。

即有些句子，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才会正确。

（二）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1.概念的界定

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是指根据具体语境准确

领会文中重要概念的意义，并能作简单的解释。理解概

念在文中的含义，要理解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它们是

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核心。

善于把握概念的适用范围、使用对象、感情色彩、轻

重程度等，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设题一般为

客观选择，考查科学术语或说明对象的内容特征。

2.概念的类别

社科类文章阅读中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类：

①学术概念：大多是文章主要说明或论证的对

象。要把握概念的本质内容，找出选项内容与文本内容的

区别，对照辨析。

②指代的内容：词语指代有两种形式：指示或非

指示代词的指代。词语的指代内容可能是词或句子、语

段。指示代词含义的理解，可从上文或下文中寻找，代入

所在句子，分析、推断。

③多义词：词语的意义在上下文中体现，具有一定的

语言环境。要把握上下文的内容，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

思，根据语境分析、推断。

3．常见的问题

①无中生有：即文章中本无此意，却在设计的问题或

选项中故意凭空臆造。

②曲解文意：故意对原文语句作貌似合理实则错误

的理解。

③改变范围：设计问题或选项时，在事物的数量

上设置干扰，故意将阅读材料中对部分事物情况的判

断，表述为对与其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所有事物情况的

判断。或夸大其词，故意夸大某方面的内容，如对优点、作

用、前景的评价；或故意缩小，人为地对某些内容往小处

说。

④颠倒错位：命题者把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颠倒

顺序后造成的错误，如时间顺序、原因和结果、条件和结

果、主要和次要矛盾颠倒等等。

⑤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整体、个别代一般（或相

反），以特殊代普遍。重点关注：表数量多少、范围大

小、程度轻重、频率高低的词语。

⑥张冠李戴：将本属于甲事物的特性、用途等迁移

到乙事物，让人产生错觉。

（三）理解图表，用文字解释图表，

完成图文转换

1.概念的界定

图文转换，是指把图表中的信息转换成语言文字信

息，一般不需要也不允许考生进行想象甚至虚构。

2．设题的特点

该类题型是一种综合性、技巧性强，具有创新特色

的新题型。从近几年的考题情况看，有时只需将图表所

包含的一般信息用文字表述出来即可，有时则需要将图

表中所蕴涵的内在信息用语言表述出来，且往往表现为

一些观点型或结论型的句子。

该类题型要求考生根据图或表中的有关内容，分析

有关材料，辨别或挖掘某些隐含的信息，对材料进行综

合性评价或推断，然后，用恰当的语言表述出来。“图文

转换”题，似乎是“看图说话”，实际上，它综合了“句式变

换”、“仿写”、“续写”、“压缩语段”等多种题型，说到底这

类题是在考查考生综合的语言表达运用能力。

3．基本的类型

①从所供材料角度分：

表格-文字转换题、图案-文字转换题、漫画-文字转

换题。

②从思考角度分为：

直接表述图表信息、对图表信息推断总结题两种。

③从答题所用语言表达方式分：

描写类、说明类、议论类、概述类。

4．应对的策略

图文转换，综合考查考生对材料的分析能力，要求

从原始材料中筛选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并运用简明的

语言概括出观点。

由此可见，这种题型对考生敏锐捕捉信息，精确分

析信息和准确精炼概括的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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