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语理解与表达

 一、阅读理解

 主旨概括题

 辨别标志
 主旨、中心、主题、核心、关键词、主要、重
 在、概括、归纳、总结、

 解题技巧

 微观：关联词

 转折关系

 典型格式  虽然……，但是……

 替换词语

 虽然：尽管、虽说、固然

 但是：可是、不过、然而、却、其实、事实上、
 实际上、只是、当然

 解题要领  转折之后是重点

 递进关系

 典型格式
 一级递进：不但……，而且……

 多重递进：不但……，而且……，甚至……

 替换词语

 不但：不仅、不单、不独、不只、不光

 而且：还、更、特别、尤其、重要的是、关键的
 是、核心的是

 解题要领  递进之后是重点

 因果关系

 典型格式
   因为……，所以……

   之所以……，是因为……

 替换词语

 因为：由于

 所以：因此、因而、从而、总之、看来、综上所
 述、由此可见、导致、使得

 解题要领
 结果、结论是重点

 结果和原因同时出现的选项优选

 条件关系

 典型格式  只有A，才B

 替换词语
 A是B的必要条件

 必须、务必、需要、应当 、应该

 解题要领  必要条件是重点

 并列关系

 典型格式
 双用

 既，又；也，也；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而
 是

 单用  又、同时、此外、另外、与此同时

 标点符号  顿号、分号

 解题要领  全面归纳、概括

 宏观：行文脉络

 总-分  提出观点—解释说明、举例说明

 分-总
 列举现象—提出观点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总-分-总
 提出观点—解释说明—重申观点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分-总-分
 引出话题+提出观点/对策+论证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解释说明

 标题选择题

 辨别标志  标题、题目

 解题技巧

 新闻类
 文体特点  简洁明快，表述客观、真实

 解题要领  提炼、概括导语

 议论类
 文体特点  客观平实、有明确的说明对象

 解题要领  说明对象+说明要素

 说明类
 文体特点  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解题要领  把握作者中心论点(观点或对策)

 故事散文类

 散文
 文体特点  形散神聚、语言优美

 解题要领  概括主旨+感情色彩

 故事
 文体特点  道理深刻

 解题要领  简练精辟+体现寓意

 意图判断题

 辨别标志  意在、想、要、启示、寓意

 解题技巧
 社会现象类  优选对策项、次选主旨项

 故事寓言类  找结果—析原因—悟道理

 细节理解题

 细节理解类

 辨别标志
 正确/不正确（错误）；符合文意/不符合文意；
 能推出/不能推出；未提及

 错误类型

 无中生有  选项内容在文段中未提及

 偷梁换柱

 偷换概念
 偷换主体（主语）；偷换客体（宾语）

 扩大范围；缩小范围

 偷换数量  不同数量之间进行偷换

 偷换时态  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三种时态进行偷换

 偷换语气  确定性语气和不确定性语气之间进行偷换

 偷换逻辑
 不同逻辑关系之间进行偷换

 强加因果；并列关系混淆为条件或因果；充要条
 件混淆

 逻辑关系内部进行偷换  因果倒置

 曲解文义  选项的内容与文义相反或不符

 细节查找类

 原因查找类

 辨别标志  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

 解题技巧

 根据“因为、由于、之所以……是因为……等”原
 因引导词来寻找

 根据“因此、所以”等结论引导词来寻找

 目的查找类

 辨别标志  其目的是、主要作用、主要是为了满足

 解题技巧

 根据“为了、目的是、其作用为、结果是”等目
 的或作用的引导来寻找

 如果没有标志词，则概括归纳文段得出答案

 言语技法

 论证方法

 举例论证

 识别标志
 显性：比如、例如、以……为例等

 隐性：年份、人名、地名、数据等

 解题要领 围绕例子的选项不入选

 反面论证

 识别标志 否则、不然、如果不、如果没有

 解题要领
 正面观点 +反面论证 论证正面观点，反面论证可略读

 只有反面论证 通过反面论证得出正面观点

 援引论证

 识别标志
 正如、有人认为、有一种看法、名人名言、谚语
 等

 类型
 正向援引 标志词+因此、所以等

 反向援引 标志词+实际上、但是等

 解题要领
 援引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观点

 选项中出现援引论证的内容不选

 背景铺垫

 识别标志
 时间、地点状语 近年来、日前、当下；在……地方

 分析形势 随着……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形势、情况下

 解题要领 围绕背景铺垫设置的选项不入选

 解题技法

 主体排除法
 选项中主体应与文段相同，与文段中主体不符的
 直接排除

 感情倾向法 选项的感情倾向要和文段的感情倾向保持一致

 标点符号法

 冒号、破折号 解释说明

 分号、顿号 表并列

 问号

 设问 表强调，引出话题，关注回答

 反问 表否定

 疑问 表不确定性

 双引号

 引用

 强调

 特殊含义

 括号 补充说明

 指代引导法 代词引导的句子一般为文段的主旨句

 四、综合分析

 文体特点 人文社科类、科技说明类

 做题原则

 一二三原则

 先后原则
 先做微观题

 再做宏观题

 三、逻辑填空

 辨析词义

 感情倾向
 积极、消极

 解题要领 选项和原文感情倾向保持一致

 语义轻重
 词语之间意思相近但词义的轻重有所不同

 解题要领 根据文段的措辞轻重程度，选择与之相符的选项

 语素差异
 词语之间意思相近、但词义的侧重点不同

 解题要领 辨析词语中不同的字

 搭配范围
  主谓搭配、 动宾搭配、修饰语与中心语的搭配
 等

 语体风格
 书面语、口语

 解题要领 选择和文段语体风格一致的词语

 结合语境

 解释关系 根据文段中解释说明的内容来选择词语

 照应关系
 通过提示性词语或标点符号等提示选择与文段语
 境相呼应的选项

 关联词

 转折关系 转折前后感情倾向和语义相反

 递进关系 递进前后感情倾向一致，语义程度加深

 并列关系
 正向并列，前后意思一致或相近

 反向并列，前后意思相反或不同

 二、语句表达

 语句填空题

 辨别标志
 提问方式为“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文段当中有一条横线（文段缺一句话，不完整）

 解题技巧

 形式上

 关联词

 转折关系前后分句语义不一致或相反

 递进关系前后分句语义逐级加深

 因果关系前后分句相关（呈现因果关系）

 并列关系前后分句语义一致（正向）或不一致/相
 反（反向）

 标点符号
 冒号、破折号表解释说明

 分号表并列

 内容上
 话题一致、前后照应

 与文段感情倾向保持一致

 位置上

 居首 引出下文

 居中 承前启后

 居末 总结前文

 下文推断题
 提问方式 作者接下来最有可能介绍的是

 解题思路 分析尾句，推断下文

 语句排序题 解题思路

 观察选项，判定首句

 选项特点 根据选项特点缩小首句范围

 首句特点

 适合做首句

 定义概念

 援引观点

 背景铺垫  

 不适合做首句

 指代词

 反面论证

 关联词后半段

 结论类

 把握特定句子之间的关系

 关联词语衔接

 时间空间顺序

 话题一致

 指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