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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通过文段可以看出“痛苦”是不美好的记忆，是人们想删除的

记忆。因此，所填词语与“删除记忆”语义相近。 

第二步，辨析选项。B项“忘却”指忘记，不记得，表示去除痛苦的记忆，与“删除

记忆”语意相近。A 项“逃离”侧重于逃走离开，C 项“摆脱”侧重于脱离束缚而获得自

由，若用“逃离、摆脱”两词语，说明“痛苦记忆仍然存在”，与文意不符，排除；D项

“体验”与“删除”语意相差很远，排除 A 项、C项和 D项。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逃离：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 

摆脱：脱离（牵制、束缚、困难、不良的情况等）。 

体验：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亲身经历。 

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只有挖掘和利用各种不同的……才能破解难题”可知，

单靠一种文明是不足以解决难题和危机的，该空应体现“面对困难，力量达不到”的含

义。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捉禁见肘”强调困难重重，无法应付，符合文意。B项

“格格不入”强调有抵触，不相容；C项“于事无补”强调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和益处；

D 项“顾此失彼”指顾了这个，丢了那个，三者均与文意不符，排除。因此，选择 A 选

项。 

【拓展】格格不入：形容彼此抵触，不相投合。多用于指思想感情、言论、方法、风

俗习惯等方面。 

于事无补：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 

顾此失彼：顾了这个，丢了那个。 

捉襟见肘：拉一下衣襟就露出胳膊肘，形容衣服破烂，也比喻困难重重，应付不过

来。 

左支右绌：原指弯弓射箭的姿势，左手支持，右手屈曲。一般只指财力或能力不足，

应付了这边，应付不了那边。 

3.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淘汰失效的语词”“自我筛选和净化”“时间筛

子”可知，语言体系的机制是挑选有用的语词，把失效的语词淘汰出去，因此该空应与

“筛选、清除”等词义相近。A 项“更新”侧重于以新的替代旧的；Ｂ项“完善”侧重于

无缺损，完备美好；Ｄ项“修正”侧重于修改使正确，均与语境信息不符，排除。C项



“过滤”侧重于清除杂质，留下有益的东西，符合语境。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根据“淘汰那些失效的语词”可知，该模式的功能即“淘汰”，

“淘汰”指在选择中去除（不好的或不适合的）。C项“遗忘”指忘记，删除头脑中的痕

迹，体现出“去除失效语词”之意，且与“时间效应”形成呼应。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更新：旧的去了，新的来到；除去旧的，换成新的。 

过滤：使流体通过滤纸或其他多孔材料，把所含的固体颗粒或有害成分分离出去。 

筛选：利用筛子进行选种、选矿等；泛指通过淘汰的方法挑选。 

净化：清除杂质使物体纯净。 

完善：完备美好；使完善。 

修正：修改使正确。 

清洁：没有尘土、油垢等： 

舍弃：丢开；抛弃；放弃。 

遗忘：忘记。 

扫除：清除肮脏的东西；除去有碍前进的事物。 

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强调“开放、合作和透明的管理模式”对于“互联网全

球化体系”的重要性。A项“必不可少”和 C 项“不可或缺”符合文意。B项“与生俱

来”指一出生就拥有的特性或行为；D项“事半功倍”侧重于做事费力小，收效大，二者

均体现不出“重要性”，与文意不符，排除。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开放、合作和透明”，原则是“自愿采纳”，

因此，该空应体现“这种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积极结果”。A项“回报”指酬报，正好照应

“分享”的积极结果，符合文意。C 项“创新”是指抛开旧的，创造新的，而语境中并未

提及“这种管理模式有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必不可少：绝对需要的，不达到某种目的就不能做成某种事情的。 

与生俱来：不依靠后天培养和教育，从一出生就拥有的特性或行为。 

不可或缺：非常重要，无法替代或缺少的。 

事半功倍：形容费力小而收效大。 

回报：报告（任务、使命等执行的情况）；报答；酬报。 

创新：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指创造性；新意。 

亮点：比喻有光彩而引人注目的人或事物。 

动力：使机械做功的各种作用力，如水力、风力、电力、畜力等；比喻推动工作、事

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 

5.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后文“语音聊天等”是解决前文“情感阻隔”的对



策，因此该空与“缩短空间距离”对应，也就是阻碍情感交流的一个原因是空间的阻隔。

A 项“时空”指时间和空间，而文段没有提到“时间”，排除。B项“地域”指地方，属于

空间的范畴，符合文意。C 项“环境”侧重于周围的情况和条件，与文段强调的“缩短空

间的距离”不符，排除；D 项“信息”与“空间”没有联系，不符合文意，排除。锁定 B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根据“无论是语音聊天，还是视频通讯，……是不断缩短空间

的距离”可知，设置语音聊天和视频通讯的作用就是缩短空间距离。B 项“初衷”指最初

的心愿，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空间：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

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 

环境：人们所在的周围地方与有关事物，一般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6.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块土地”可知，

地理学家对南极洲的印象仅限于假想，因此，该空应和“假想”相近。A项“经验”指由

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B 项“理解”侧重于依据事实、道理；C 项“推理”侧重于依据

已知的道理进行判断，三者均与“谁也没见过”矛盾，排除这三项。D 项“想象”侧重于

设想，体现了地理学家对南极主观的假想。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根据“把南极周围画成海洋，或者画成海岛”可知，此空强调

人们对南极洲的不了解。D 项“一无所知”指什么也不知道，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D 选

项。 

【拓展】想象：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设想。 

推理：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有直接推理、

间接推理等。 

经验：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经历；体验。 

理解：懂；了解。 

广阔无垠：广阔无边，形容极其宽广。 

神秘莫测：非常神秘，难以推测。常用来形容一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或现象；或使人摸

不透高深得无法揣测的。 

人迹罕至：很少有人到的地方。 

一无所知：什么也不知道。 

7.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不能只是……”“多多少少留下点什么”可知，该

空应体现“生活在大厦中的一员什么事都不做”之意。A 项“坐享其成”强调自己不出

力；B 项“好逸恶劳”强调厌恶劳动，也有“自己不出力”的含义，两者均符合文意。C



项“得过且过”侧重于消极的生活、工作态度，并非指“什么事都不做”，排除。D 项“拈

轻怕重”指接受工作时挑拣轻易的工作，害怕繁重的工作，语境中未涉及“挑拣工作”的

信息，排除。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每个人……都要留下点什么”可知，每个人都应该为大厦的发

展付出努力。“出谋划策”侧重于为人想办法，出主意，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与语境

不相符，排除。“添砖加瓦”比喻为宏伟的事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与“大厦”形成呼应，

用于此处更加生动形象，契合语境信息。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坐享其成：自己不出力而享受别人劳动的成果。 

添砖加瓦：比喻为宏伟的事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好逸恶劳：贪图安逸，厌恶劳动。 

出谋划策：出主意，定计策。 

得过且过：只要勉强过得去就过下去；敷衍地过日子。指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

事。 

竭尽全力：用尽最大或者全部的力量，形容做出最大努力。 

拈轻怕重：接受工作时挑拣轻易的工作，害怕繁重的工作，指怕挑重担。 

精益求精：（学术、技术、作品、产品等）好了还求更好。 

8.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说德语的人方向感和次序感更强，说英语的人则

更重视动作本身”可知，不同语言的语法是有差别的。B 项“特点”侧重于事物所具有的

特性；C项“对比”侧重于比较，二者均没有“差别”的含义，排除。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从而产生“认知能力的扩展”可知，熟练

掌握外语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好的影响。A项“潜移默化”强调受到感染而产生了变化，

符合文意。D项“不知不觉”强调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不能体现“受到另一方的影

响”之意，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耳濡目染：耳朵经常听到，眼睛经常看到，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形容见得

多了听得多了之后，无形之中受到影响。 

不知不觉：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现多指未加注意。 

差异：差别；不相同的地方。 

特点：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 

对比：（两种事物）相对比较；比例。 

区别：把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认识它们不同的地方；彼此不同的地方。 

9. 【答案】C 

【解题思路】解法一：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该空修饰“偏见”，“偏见”指对其

他人或事物的成见。A项“我行我素”强调按照自己的一套去做；D项“固步自封”形容



思想守旧，二者均不能体现“对他者有成见”的含义，排除。B项“一叶障目”指看不到

事物的全貌或问题的本质，与“偏见”搭配不当。C 项“先入为主”指把先接受的观点或

看法放在重要位置，可以体现“偏见”的含义，符合文意。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根据后文“存在偏见、难以静下心来欣赏戏曲之美”可知，不

少人对戏曲是不感兴趣的。“敬而远之”强调保持距离，符合文意，体现了不少人对戏曲尊

敬但不愿意接近的态度。因此，选择 C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第一空根据文尾“与观众距离较远的生活”可知，不少人对待戏曲的态度应

该是“觉得它比较远”，因此该空应体现“远”的意思。 

第二步，对比选项，只有“敬而远之”强调的是不愿接近，保持距离，符合文意。因

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望洋兴叹：本意是仰望海神而兴叹，指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叹自己的渺小。现

多比喻做事时因力量不够而感到无可奈何。 

望而生畏：看见了就害怕。 

10. 【答案】C 

【解题思路】解法一： 

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先是苏州虎丘茶风行，然后在徽州松萝山制茶”及后文“一旦

成了名牌”可知，先是“虎丘茶”风行，“松萝茶”开始不出名，后来才出名的，强调的是

“松萝茶”快速出名的过程。A 项和 B 项“如雷贯耳”“闻名遐迩”形容名声很大，不能

体现名声变化的过程，排除。C 项“声名鹊起”形容名声迅速提高，可以体现“‘松萝茶’

短时间从不出名到出名”的含义，符合文意。D项“风靡一时”强调流行，受欢迎，但并

不代表“出名”，排除。锁定 C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根据“人们追求时尚”到“商家争相仿制”可知，该空含有

“大家都追逐某个事物”的意思。“趋之若鹜”比喻很多人争着去追逐某物，符合语境。因

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先看第二空，根据“人们追求时尚”到“商家争相仿制”可知，该空含有

“大家都追逐某个事物”的意思。A 项“一掷千金”强调挥霍，B 项“如影随形”形容关

系密切，二者均不符语境，排除。 

第二步，第一空根据空前“名牌效应”和空后“名牌”可知，该空应体现“松萝茶成

为名牌”的含义。C 项“声名鹊起”符合语境。D项“风靡一时”强调流行，受欢迎，并

不代表“出名”，排除。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一掷千金：形容花钱无度，任意挥霍。 

如影随形：好像影子伴随着实物一样。形容关系密切，从不分离。 



声名鹊起：形容名声迅速提高。 

风靡一时：某种事物或思想在某一时期普遍流行。 

11.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说民间文化连续性的书面记载很少，第

二、三两句在说“非遗”申报的制度化要求使得申报变得艰难，从而使原本活态的文化形

式化。最后通过“如此”指代前文，申报“非遗”最初的意义与目的丧失了。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尾句是重点，说明“非遗”申报制度化对民间文化带

来不利。对比选项，B项“不相适应”是对文段重点“带来不利”的同义替换。因此，选

择 B选项。 

【拓展】A 项只是对于民间文化的现象的阐述，非文段重点。 

C 项“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应文中“申报本身成为步履维艰、绞尽脑汁的过程”，仍

属于描述现象的部分，非文段重点。 

D 项“教条化的评价标准”抑制的是“‘非遗’申报制度”，而不是“民间文化”。 

12.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下文语境，横线在开头，以句号隔开，应起到总

领全文的作用。 

第二步，分析后面的句子。文段说新经济大多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即政府干预多），

这种做法存在很多问题，政府调控与监督的观念、体制均需转变，过去那种把持行政审批

大上项目的做法行不通了。可见，文段主要在谈论发展新经济，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职

责。 

第三步，对比选项，C项提到政府的正确做法。因此答案选 C 项。 

【拓展】A 项“中国发展方式”与“新经济”话题不一致。 

B 项“经济模式”“思维方式”与关键词不一致。 

D 项没有提到“政府”这个话题。 

1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甚至”介绍了网络语言低俗化会造成

很多危害，影响面很广。然后通过“网络语言具有沉淀到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这一特点”

进行解释“为什么影响面很广”。最后一句话用反面论证“如果任由……它们就会……”进

一步阐述了网络低俗语言发展的危害。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总-分”，主要阐述网络低俗语言发展的危害。对比选项，D项

“急需采取措施治理网络语言低俗化趋势”是“网络低俗语言”的合理对策。选择 D 选

项。 

【拓展】A 项和 B 项都是对当前问题的客观陈述，非文段重点。 

C 项“警惕网络语言向习惯语转化”是“网络语言的特点”，是来论证“网络语言低俗



化为什么影响面广大”，非文段重点。 

1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只有一句话，通过“虽然……但是……”主要

讲了熊猫原来吃肉，后来为了适应环境以竹子为食，进化出强壮的颌骨，却没有进化出更

好的消化能力，无法分解竹纤维。 

第二步，选择标题要能概括主要内容“熊猫的口得到了进化，消化能力没有进化”的

意思，并且要简短形象。对比选项，A项“口是腹非”中“口是”反映熊猫的口得到进

化，“腹非”反映消化能力没有进化，简短形象。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 项“竹子与熊猫”和 D 项“适应环境还是改变自己”均不能反映熊猫

“口”“消化道”的进化情况，排除。 

C 项“尚未完成的进化”表述不明确，看不出是什么没有完成进化，另外也概括不了

已经完成进化的“口”，排除。 

1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处在“殊不知”之后，“殊不

知”此处表转折，重点在后，因此横线处要照应后文。后文通过递进关系“不单是……

更……”先讲的是“阅读本身应该教会学生技法，而且培养学生洞察、鉴赏等能力”。可知

横线处应体现“不单是”和“更”两方面的内容。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形而下谓之器”，是指具体的事物，在这里指代的是“具体

的阅读技巧”，“形而上谓之道”，是指抽象的规律，在这里指代的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洞

察、鉴赏和运用的能力”。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 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侧重于教给对方方法，文段说不仅要教方

法，更要培养能力，A项不能体现“培养洞察、鉴赏和运用的能力”，排除 A。 

B 项“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意思是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

到目的；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文段没有追求速度和不

顾长远利益的意思，排除 B。 

D 项“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知道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

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侧重强调兴趣的重要性，而文段讲的是方法和能

力的培养，没有兴趣培养的意思，排除 D。 

16.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转折词“但”指出了“进口商品增值税

比重在下降”这一问题，并拿数据进行举例说明。第二句话进一步说明了进口商品税遭遇

滑坡。第三句话提出了解决措施，即跨境电商税收“新政”有利于形成税收增长机制，增

加税收。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主要说的是跨境电商税收新政有助于税收增长。对比



选项，B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进口商品税收与跨境电商发展密切相关”属于分句内容，而且并未强

调跨境电商税收政策对于税收的益处，与文段重点不符。 

C 项中“如何接轨”文段并未提及。D项中“如何建立”文段并未提及。 

1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两句提出“农村衰败、故乡消失”这一话

题，并指出这一话题受到了社交媒体的关注。接着通过转折词“但”强调在长达十年的农

村话题讨论期中，作家是缺席的。尾句通过“有一种观点”“有人认为”等对前文观点进行

观点援引的阐释，即通过国外作家的例子，说明作家可通过行动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发表意

见。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分”结构，主要讲的是作家缺席农村话题的讨论。 

第三步，对比选项，C项“失语”对应重点句的“缺席”。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 项与文段表述相反，文段开篇就说明了农村话题成为媒体的热搜词。 

B 项“现代舆论话题中”文段中未体现，文段中强调的是农村话题，扩大话题范围。 

D 项“中外作家应对社会事务的不同”，文段中外国作家是例子，属于分句内容，非文

段重点。 

18.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两句讲了“在历史上，以抄本等记载的知识

被重视，而民众口耳相传的知识得不到关注”。接着通过“在今天”“但是”介绍了当代轻

视民众口头文化的倾向没有得到矫正。接下来指出学者意识到重书面、轻口头传承带来了

弊端和限制。最后通过“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引出了观点，即重视口头文化对人文学术的

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尾句是重点，主要讲了口头文化形成了人文学术的新

趋向和新领域，且文段的主体词为“口头文化”。对比选项，D 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

换。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只提到了“认识上的转变”，但未能体现文段“口头文化促进了人文学术

新领域的发展”。 

B 项的主体词是“文字”，C 项的主体词是“民间文化”，与文段的主体词“口头文

化”不一致。 

19. 【答案】A 

【解题思路】A 项对应整个文段重点的理解可得出。文段首先阐述在古典时期经济学

有经济伦理约束，通过转折词“可是”强调不断引入数学工具和抽象逻辑演绎的分析方

法，使得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工具理性占上风的学科，超着“非道德”选择的趋势发

展。由此可知，经济伦理对经济学的约束越来越小，符合文意。B 项“古典经济学未使用



抽象逻辑演绎的方法进行分析”文段中未提及，属于无中生有，排除。C项对应“在亚

当·斯密所处的古典时期，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自利性选择有一个经济伦理的约束”即“经济

伦理占上风”，属于曲解文意，排除。D项文段中并未说明数学工具引入是否打破契合点，

只是说明数学工具和分析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成为工具理性占上风的学科，属于无中生

有，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2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找出论述“国学研究”相关的关键信息。文段先讲

了“世人理解的国学，没有将晚晴以来的中国文化包含在内”，从而导致国学成了“博物馆

文化”，与现实越来越远。紧接着通过“如何”“必须考虑”提出观点，即关心国学命运的

读书人必须考虑如何中国文化的“血脉贯通”。 

第二步，作者论述“国学研究”的关键信息在最后一句话，即强调国学研究应“血脉

贯通”，此处“血脉贯通”指的就是国学能将古代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现实状况紧密结合起

来。 

第三步，对比选项，A项“古今贯通”对应文段中“血脉贯通”。因此，选择 A 选

项。 

【拓展】B 项“西体中用”文段并未体现国学研究要借鉴西方。 

D 项“溯本求源”是指探求起源、寻根究底，文段中并非强调追求根本，只是强调国

学文化的古今延续。 

2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篇通过“长期以来”进行背景铺垫，并通过

“由于”提出“由于一些原因，我国的军事触角很少延伸到疆土之外”。接着通过转折词

“但”和对策词“应”提出对策，即“未来，我国应将周边、海边以及新型安全领域纳入

战区经略范围”，并论述了这样做的积极性。最后通过“尤其”进一步强调“未来战区经略

范围应进一步拓展延伸，形成立体战区空间态势”。 

第二步，文段重点在转折之后的两句话，都在强调“国防战区经略范围应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进一步拓展”且文段的主体词为“国防战区经略范围”。 

第三步，对比选项，D项“国防战区经略要顺应时代要求”符合作者意图。因此，选

择 D 选项。 

【拓展】A 项“应拓展国防防御的范围”与文段主体不符合，文段的主体是“拓展国

防战区经略范围”。 

B 项“国防面临严峻的发展危机”和 C项“传统安全领域受到新的挑战”属于分句内

容，不是文段的重点，文段的重点是强调拓展“战区经略范围”。 

2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篇通过转折词“实际上”提出问题，“电影文



化的保护出现了碎片化趋势”。第二句分析产生碎片化保护的原因是缺乏沟通，尾句进一步

分析了碎片化保护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第二步，通过分析文段可知，文段脉络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由此可判断作者的

意图是要解决“电影文化保护的碎片化问题”，根据分析问题可知对策应为“加强沟通”。 

第三步，对比选项，B项“沟通是解决电影文化保护工作碎片化的途径”是针对文段

问题给出的合理对策，符合作者的意图。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C和 D 项都是问题的表述，此题为意图判断题，优选合理引申对策项。 

2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篇引出“大数据时代”这一话题，接着通过

“这种情况”和转折词“但”指出问题，虽然大数据时代到来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将

数据“变现”。接着将话题引向“企业”，指出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信息化应用，信息化

工具正在将企业的运营数据化。最后通过转折词“但”指出问题，很少有企业能从数据中

获取信息，并没有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 

第二步，文段重点在最后一句“转折”之后，提出问题：“很少有企业能从数据中获取

信息，没有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那么作者的意图应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即“企业要重视

从数据中获取有效信息”。 

第三步，对比选项，B项“企业应该挖掘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符合作者意图。因

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企业应使用信息化工具实现运营的数据化”论述的是转折之前的内

容，非文段重点。 

C 项“主要目的”和 D 项“现有数据模式难以满足企业运营数据化的需要”在文段中

均未体现。 

2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④句通过转折词“但”提出农民们

接触的“生物炭”有着悠久历史；⑤句通过“亚马逊人”的例子介绍了“生物炭”已有了

千百年历史。可见，④提出话题，⑤详细论述“‘生物炭’的历史”这一话题。所以④应作

首句，排除 C项和 D项。 

第二步，看④后是③还是⑤。③句讲的是“‘现在’生物炭的应用”，⑤句讲的是“‘千百

年前’，人们制造出了生物炭”，根据时间顺序，应该是⑤句在③句之前，排除 B 项。进一

步关联验证④⑤，⑤讲千百年前“生物炭”的悠久历史，与④中“悠远的历史”话题一

致，可知④后面跟⑤。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A 项和 B 两项均是④做首句，接下来需要从话题一致、关联词、指示代词等

多个角度去排序。观察六个句子，寻找有关联词或指示代词的句子，可以看到②③两句中

都有指示代词。再看选项，B项中②前面是⑥，③前面是④，但是②中的“这项技术”与



③中的“这个想法”指代的对象，在它们之前的④和⑥中都找不到，故可排除 B项。 

2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对比②③④⑥，不能确定首句。那么就需要从

关联词、指示代词和话题一致性的角度入手，去找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二步，不难发现④中的“魔术眼镜”和①中的“魔术”相呼应，中间用转折词“但

是”来连接，强调“视频显微镜”虽给人带上魔术眼镜的感觉，但它不是魔术，而且①中

的“这一技术”指的是④中的“视频显微镜”技术，话题一致，故④后面跟①。排除 B 项

和 D 项。 

第三步，观察 A项和 C 项，⑤和⑥的顺序不一样。分析两句话的内容：⑥提出观点—

—软件可以展示那些很早就知道却一直没有真正看到过的运动；⑤中用“就像”一词引出

了“第一部光学显微镜”这个例子，举例论证软件的作用。所以，先⑥提出观点，后⑤举

例论证，且⑤中的“这”指代的是⑥中的观点，话题一致。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如果首句的四个句子都不一样，且无法确定首句时，可以考虑从关联词以及

指示代词和话题一致性的角度入手，寻找题目的突破口。 

2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不能确定首句。 

第二步，观察六个句子，③由“因此”引导结论，③可作为突破口，去找它前面的原

因。四个选项中，③前面分别是⑥②①，看哪个可以产生③的结果，即植物生长茂盛。分

析⑥②①，只有①中的“湿润和温暖的气候”能导致③中“植物生长茂盛”，故是①③的顺

序。另外，②中的“这”指③中的“野牛、驯鹿等食草动物”，话题一致，故是①③②的顺

序。初步锁定 C 项。 

第三步，验证选项。⑤中的“冰川最后一次消退”与④中的“冰川开始融化”话题一

致；后面的⑥冰川融化后，地表上首次长出了稀疏的森林，暗含了因果关系；①③两句是

因果关系，③②两句话题一致。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如果首句的四个句子都不一样，且无法确定首句时，可以考虑从关联词以及

指示代词和话题词的角度入手，寻找题目的突破口。 

27.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开篇通过“因而”指出“以往人口稠密的大城

市都分布在土壤肥沃地域”。接着提出“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工业中心”，并给出了大量人

口涌入新工业中心的原因：粮食供养，技术、医学等进步带来的人们生活的改善。最后通

过“这些进步”进行了概括，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地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

展。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尾句是重点。主要强调工业革命的到来推动了世界

各地的城市快速发展。 



第三步，对比选项，A项“城市化进程”对应重点句中“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因

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 项中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尾句为补充说明的作用，非文段重点。 

C 项和 D 项都没有提及文段论述的主体词“工业革命”。 

28.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先提出“中国古代

是否都有城墙”这一话题，然后介绍了“人们印象中每个城市似乎都有城墙，和城墙的重

要性”。并拿“明清北京城、元大都……”进行举例，最后一句“这些城墙”指的是例子中

的城墙，仍然属于例子的内容。 

第二步，通过分析文段可知，文段话题落在第二句，即“人们印象中每个城市似乎都

有城墙”。根据“似乎”一词可知，作者并不赞同人们“以往”的观点，即古代某些城市可

能没有城墙。那么根据话题一致，接下来应该介绍“古代哪些城市没有城墙”。对比选项，

D 项符合上述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的“帝国都城”与文段论述主体“古代城市的城墙”不一致。 

B 项的话题是“古代都城城墙的作用”，而文中的话题是“古代城市是否有城墙”，话

题不一致。 

C 项中的“皇权”“城市格局”也与文段的话题不一致。 

29.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借用马克思理论指出“新闻报道的过程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接着从事件发生初期分析了“新闻报道片面性的原因”，并通过“这是新

闻的特性”指出“无论是谁都不能避免这种片面特性”。最后一句用递进关联词“而且”再

次强调新闻报道不是终极结论，只是某一阶段的事实报道。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主要讲的是“新闻报道必然会片面性，是某一阶段的

事实报道”。 

第三步，对比选项，C项“与事实真相逐渐接近的过程”对应文段“某一决断的事实

报道”。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该题可用主体排除法做更简单明了，文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新闻报道”，即

文段的主体词。只有 C项提及了这一主体，因此，选择 C 选项。 

A 项中的“新闻真实”与文段话题“新闻报道”不一致。 

B 项中的“应该……深入报道”是针对原因“报道不深入”提的，且 B 项的话题与文

段话题不一致。 

D 项内容是分析原因，并非文段强调的重点。 

3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原文，“这种状况”在最后一个分句。 



第二步，分析“这种状况”的上下文语境。下文“会改观”说明“这种状况”是一个

问题，而上文“一旦”之后的内容是“对策”，因此应再往前文找。而问题出现在第一句和

第二句，第一句指出新媒体在内容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二句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三步，“这种状况”的语境是第一句的问题。对比选项，只有 A 项“新媒体在内容

生产方面的问题”在讲问题。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C项和 D项只是新媒体出现问题的三个“原因”，并非是新媒体出现

的问题，话题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