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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理解，是上海

《高考语文考试手册 语文科》“要求”的

重要考试文体之一，该类文体已经成为高

考的“保留”内容，由此可见，掌握这一文

体的阅读技法非常必要。

一、选文类别和特点

一般而言，论述类文本可分为自然科

学类和社会科学类两大类文章。

所谓自然科学类文章，是指研究自然

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文章，包括数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以及天文

学、地质学、医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

学科的文章。

所谓社会科学类文章，是指研究各

种社会现象的科学的文章，它包括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化

学、文艺学、历史学、美学等学科的文章。

总体来说，“论述类文本”的选文皆

为名家名篇，堪称经典，因而，文章论点鲜

明，结构清晰，语言凝练，论证有力。多数

情况下：

1．题目就是中心论点或是论题。2．
开头第一句话或第一段，就可能提出了

中心论点。3．结尾回扣中心论点，或是卒

章显志，升华主旨。4．分论点常常位于段

首、段末或独立成段。5．分论点之间有

过渡和衔接。6．阅读文本的选择依据与

标准是：题材新颖，侧重于科技、艺术、文

化、建筑、现实等方面。7．阅读文本的篇

幅：多是1000字左右。

二、题型概述

就以往的考题来看，对“论述类文

本”，主要考察考生对文中重要概念和句

子含义的理题型解能力；对文中信息的筛

选整合能力；对文章结构、思路、中心和作

者观点态度的分析概括归纳的能力；材料

对观点的支撑作用分析等。考查的核心是

思维能力，包括分析、判断、筛选信息的能

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综观之前的考题，填空、简答、选

择、概括、分析等题型是主打的命题形

式。考题比较灵活，思辨性强。

有些设题是原文的相关内容的直接

转换。部分选择题需要适度的迁移。不少

设题不再是较多地照搬原文或稍加改造

的思路，不再纠缠于考查局部的、字面上

语词概念内涵的细微差别辨析，更多的

是着眼于文本内容的整体理解，着眼于繁

杂、丰富、多样信息的把握、筛选。采用一

种有一定跨度的信息筛选整合方式，语言

表达形式的转换中常常还包含了一定的

因果推断意味，隐含了一定的能力迁移要

求。这种能力迁移可以看作是以文本的说

法（核心概念）为依据，来判断、理解文本

未有提及，但又与之相似的某些情形。

三、技法点拨

做快速、准确作答“论述类文本”的

阅读理解题，就要具备必要、有效、实用的

解题技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区别对待

1．对于自然科学类的文章，首先要明

确说明的对象是什么，文章阐释了什么新

见解、新发现，或者介绍了一种什么新发

明、新理论、新学说、新技术、新成果、新

动态、新信息、新预判，有什么特点，有什

么价值，有什么作用，对社会有什么意义

等。

2．阅读社科类文章，要从议论说理

的角度切入，理清文章的中心论点与分论

点，作者的主张、观点与倾向，用什么材料

来与论证方法证明观点，以理服人，论证

的结构有什么特点，语言有什么特色等。

（二）通览全文

在做题目的时候，一定要通读全文一

遍或几遍，绝对不能一遍都没有读完就

忙于答题，同时，在通读文章的时候，还

要边读边想：1．文章主要阐述的是什么问

题或就什么事情与道理；2．作者的基本立

场、观点、情感和态度是什么；3．文章是按

照什么顺序、结构布局谋篇的，段落之间

的关系如何；4．文章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和材料支撑中心论点的。

通读的原则和方法是：采用逐句阅

读、圈画的方法，逐段归结，迅速、准确

地抓住和梳理、筛选出文中提供的重要

信息，达到对文本的重要概念、主要内

容、整体结构等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

把握的目的。

（三）各个击破

1．填空（解释、语境）题

如阅读语段一的第一题，一般都是根

据具体语境，解答词语的含义，解答此类

题的关键是读懂该词所在语段，尤其是该

词所处的句子，辅以上下文语意，再综合

给定和确认恰当的信息和答案。

2.选择题（判断题）

命题方式常是单选，4选1，也有5选2
等不同形式。不管哪种形式，只要掌握了

方法，就可以从容应对。

对于这一类题目，命题人在编写选项

时，文字表述一般不与原文完全相同；特

别是选项前后勾连的情况，就很容易造成

选项的似是而非。主要有以下类型：

①整体与部分。即命题者设计选项

时，故意在范围上加以混淆，以偏概全，以

“点”代“面”；或是在事物的程度深浅、范

围大小上有意混淆；或是选项在概念的外

延上做文章。阅读时要特别留心材料和选

项中的“凡”“一切”“全”“都”等修饰词

语。

②主观与客观。命题者设计选项

时，不曲解阅读材料中事物的客观性，故

意夸大事物实有的价值、功能和效用。指

代上混淆，颠倒主客，偷换概念。选项偷

换概念，用形同义异词或形近义异词来

迷惑考生。解答时，要注意选项是否混淆

了概念的所指对象，是否颠倒了陈述主

体与修饰语，是否忽略了一些关键的修饰

词，是否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③已然与未然。命题者故意把“尚未

发生的事情”表述为“既成事实”。即命题

者将现实和未来加以混淆，未已不分。选

项在概念、判断上时间超前或滞后。把已

经成功的现实和没有成功为现实的设想

或可能性混为一谈。阅读中特别留意“如

果”“一旦”“将要”等词语，从而做出准确

判断。尤其是要关注以下的词语：迄今为

止、到目前为止、现在所见的等表时间的

词语；如果、可能、也许、一定、必然等表判

断的词语。如：

例文：《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

世名画之一。

设题：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的十大传世名画。

④肯定与否定。即命题者故意将阅

读材料中肯定的事物加以否定，或者将

否定的事物加以肯定。肯定和否定、主要

和次要关系上的混淆，无中生有，牵强附

会。把肯定说成否定，或把否定说成肯

定，有些混淆主要和次要关系，有些属于

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选项设置。解答

时，一定要在原文中找到依据，忌主观臆

断，望文生义。

⑤原因与结果。主要是指条件和结

果、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上的混淆、颠倒。有

些选项在设置时，将条件说成结果，或

把结果说成原因，或强加条件及因果关

系。要重点辨别，找准答案。因果混乱一般

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果颠倒，二是强加因

果。如：

例文：如果没有好的家庭环境和条

件，就不能搞好学习，小王就是最好的例

证。

设题：小王最终没有考上理想的大

学，是因为他家庭经济拮据，条件有限。

⑥主要与次要。把次要的说成主要

的，主要的说成次要的。即将“主要”的一

面和“次要”的一面倒置。

⑦偶然与必然。即把原文中的可能

有意说成必然，把偶然说成往往，把“可

能”的说法转述为“必然”的存在。如：

例文：他得了感冒，可以说明他的身体

健康有较严重问题。

设题：他得了感冒，一定说明他的身

体健康有较严重问题。

⑧有与无。即命题者故意在干扰项

里设置原文没有的信息。例子从略。

3．简答题

简答题有的有字数限制，有的则没

有。不管有没有限制，都要做到言简意

赅，条理分明。更要抓住论述类文章的

文体特点，以文本本身为依托，精选理

据。这实际上是整个论述类文本的最重

要的解题策略。其一般方法有：

①把握文章基本思路，切分语段层

次；准确把握、分析概括文章的观点；快

速搜寻答题区间；组织表达语言，做到规

范作答。具体来说：

第一，养成切层分层意识，能够把握

段与段之间的结构关系或句与句之间的

结构关系：同一关系取其一；相属关系取

其“属”，相并关系取其“和”，主次关系

(偏正关系)取其“主”。

第二，树立全文整体意识：分析归纳

时，要从全文出发、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第三，答案利用顺序词或数字号列

清思路要点，给阅卷人以泾渭分明的清晰

感。

4．阐释题（观点题）

对于这类题目，考生一方面要运用

所给文本的观点、例证或方法，以此为依

据，再结合自身、他人、生活等实际，综合

作答。

轻拢慢捻抹复挑
——高考论述类文本阅读的技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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