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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考点清单

言语一阶段·第 1 天考点清单

一、主旨概括题

1.题型识别：主旨、主要、中心、重在、旨在、概括…… 。

2.解题思路：找重点句（有重点句-同义替换或精简压缩；无重点句-并列加和或全面概

括）。

3.解题方法：微观-关联词；宏观-行文脉络 。

1）微观解题技巧——关联词

转折关系：关联词（至少列举 3组）但是、可是、然而

重点在转折之后

递进关系：关联词（只扫列举 3组）而且、甚至、更

重点在 递进之后

因果关系：关联词（至少列举 3组）所以、因此、看来

重点在结论词之后

必要条件关系：关联词（至少列举 3组）只有……才、应该、必须

重点在必要条件

并列关系：关联词（至少列举 3组）同时、另外、与此同时

重点在 全面概括

2）宏观解题技巧——行文脉络

“总”的内涵 对策、观点

“分”的形式 举例论证、原因论证、反面论证、背景铺垫、援引论证

“总-分”的类型：提出观点——解释说明；提出观点——论证观点 。

“分-总”的类型： 列举现象——提出观点；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

“总-分-总”的类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观点——论证观点——重

申观点 。

“分-总-分”的类型：列举现象——观点／对策——具体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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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的类型：段里每句话或段落层次的意思为并列关系 。

注：关联词法与行文脉络法的关系？行文脉络优先于关联词，总句的关联词比较重要 。

3）技法衔接

技法一——举例论证法

1.如何辨别：

显性举例：比如、例如、如；数据；年份；人名；地名 。

隐性举例：文段有大小概念之分，被包含的小概念通常为例子

2.解题要点：举例为了证明观点，前后找观点，例子不重要可略读，可辅助理解文意 。

技法二——感情倾向法

1.积极，表示肯定，标志词积极色彩的词汇 。

2.消极，表示否定，标志词消极色彩的词汇；看上去、所谓的、遗憾的是、反讽 。

3.解题要点：正确答案的倾向性与文段重点保持一致

技法三——主体排除法

1.什么是主体？文段的主要阐述对象

2.怎么找主体？高频词可能是主体；重点句强调的词是主体 。

3.解题要点：答案主体与文段主体一致。

技法四——援引论证法

1.援引的两种类型

①正向援引，标志词正如、结论词 。

②反向援引，标志词有观点认为+转折词 。

2.解题要点：援引不重要可略读；作者观点是重点；选项仅援引内容要排除。

技法五——反面论证法

两种类型：1. 略读，引导词 否则、不然 解题要点：重点在前，反面论证略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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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略读 ，引导词_如果……那么……（消极结果）

解题要点：反推如果之后的内容

技法六——原因论证法

1.如何辨别：因为、由于等引导词

2.解题要点：原因不重要，可略读；前或后是重点；原因在选项要排除 。

技法七——指代引导法

1.如何辨别：代词引导的句子在文末，宏观指代前文所有内容

2.解题要点：多为“分-总”结构，引导文段重点

二、意图判断题

1.题型识别：意在、想；启示、寓意

2.解题思路

1）社会现象类:

优选解决问题的对策

①对策表现形式：必须、应该、务必、亟需、呼吁、提倡、只有……才……、A 是 B 的前提／

保障／关键、不能、不应该……

②对策符合主体一致原则

③对策能真正解决问

次选主旨项

2）故事寓言类:

找结果-析原因-悟道理

3.主旨和意图的联系和区别？

区别不太大；其实只要剔除一种情况：即文段为消极且无对策的意图题，选择正好有合理对策，

需要引申（即选合理对策），其他情况不论主旨意图均采用主旨的思路做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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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一阶段·第 2 天考点清单

一、细节理解题

1.题型识别：正确/不正确；符合/不符合；可以／不能得出

2.解题思路：迅速定位，一一对应；识别陷阱，排除干扰 。

3.符合文意的选项

一一对应项；全文理解项；合理推出项

4.不符合文意的选项

① 无中生有

② 偷梁换柱 。具体 5种：偷换概念、偷换时态、偷换数量、偷换语气、偷换逻辑。

二、语句排序题

①观察选项，初定首句

适合：背景、定义概念、起源、援引、设问 。

不适合：1.反面论证（否则、不然）；2.补充词（也、又）；3.代词（这，它）；4.结论词（因此、

所以）；5.关联词后半部分（而是、而且、可是等） 。

②回归原文，验证排除

1.时空顺序；2.关联词搭配；3.话题衔接（词语重复、词语呼应、逻辑关系）。

三、语句衔接题

解题思路

①形式一致：关联词一致、句式一致 。

②内容连贯：话题一致、前呼后应、归纳概括、逻辑关系 。

四、下文推断题

1.题型识别：下文最有可能/最不可能提到的…… 。

2.解题思路: 紧扣尾部-根据连贯性原则-推断下文

3.最可能谈到的：重点看尾句；话题一致；倾向一致；行为脉络；选项逻辑；排除上文提到的 。

最不可能谈到的：1.上文描述完结的；2.与尾句话题无关的；3，排除最有可能提到的 。

五、逻辑填空题

1.关联词

转折关系：转折前后语义相反，感情倾向相反 。

递进关系：递进前后语义相近、倾向一致、程度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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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关系：正向并列前后意思相近或相同，倾向一致；反向并列前后意思相反或不同，倾

向相反

2.标点符号

冒号、破折号：表解释说明，根据解释说明的内容选择近义词

顿号：表并列

引号：表特殊含义

3.提示性词句

往空格前后找能呼应所填内容的词语和近义提示。

4.词语辨析

①词的搭配 1.主谓搭配；2.动宾搭配；3.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4.肯否搭配；5.时态搭配；6.

主被动搭配 。

②语义侧重（举例 2组）：休戚相关、休戚与共；同日而语、等量齐观

③语义轻重（举例 2组）：大相径庭、截然相反；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④感情色彩 积极、中性、消极，选择与文段感情色彩相符的词语 。

⑤语体风格 书面语、口语、比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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