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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高考语文试卷中，现代文阅读题分值很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学们做这类题目，往往感觉有难度，虽然使尽浑身解数，却常常不能获得好分数。
怎样才能解答好现代文阅读题呢？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些方法，希望他能对同学们解题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要明确高考现代文阅读所考的内容。
现代文阅读一考阅读理解，二考分析综合，三考鉴赏评价。
阅读理解主要指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理解并解释文中重要的句子。
分析综合主要指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
想，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概括文章内容进行推断想像。
鉴赏评价是指评价鉴赏作品的思想内容，表达技巧。
　　其次，我们要明了现代文阅读解题的基本思路。
解现人文阅读时可遵循如下解题思路：　　1、通读全文，整体把握。
　　2、理清基本概念，排除设计干扰。
　　3、联系语言背景，理解重要词句。
　　4、筛选、辩别信息，合理作出推断。
　　第三，我们要掌握现代文阅读解题的一些基本方法。
　　（一）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　　要正确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首先，要分清不同文体不
同的语言风格，掌握不同形式的文章所显露出的不同的语言特征。
一般说来，科技类文章用词往往注重准确、精炼；议论性文章用词往往重深刻性、哲理性；文学作品
遣词造句则要注重形象性、储蓄性。
　　其次，不要孤立地去理解重点词语的含义，需要把他放到句中乃至于全篇文章的具体语境中去揣
摩、体味。
人们常说的“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在具体解题时，我们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①正确筛选多义词在文中的义项。
②辨析文中近义词的细微差别。
③把握词语在文中的特定语境中临时具有的含义。
④把握指代词和临时具有指代作用的词在文中指代的具体内容。
⑤理解词语在文中的表达作用。
　　解题技巧：　　1、结合语境，认真推敲　　现代文测试非常强调理解动态语言环境中的词语含
义。
这种理解不是孤立静止的理解，而是对语言做活的理解分析。
我们知道，同样的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意义往往是不同的。
因此，只有结合语境，认真推敲，才能揣摩出词语的确切意义。
　　2、遇到代词，从上查找　　代词的出现，往往是在所指代的事物、人物之后，因此代词指代内
容的落实在本句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代词的指代对象一般在上句或上文，因此我们解题时，必须从上句开始寻找，而且应当由近及远地去
找。
　　3、由近及远，查找释句　　有些词语比较抽象，较难理解，所以作者往往在提出之后，对他们
进行解释，而这些解释往往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
这些阐释性的句子往往在抽象词语之后，因此我们在解题时必须从下句中去找答案，由近及远地去找
。
　　（二）理解并解释文中重要的句子　　所谓重要的句子，是指对理解文章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性的
语句。
通常重要句子主要指以下几种：揭示文章中心、主旨、情感的语句；内容丰富、耐人寻味的精警的语
句；结构复杂、意思难懂的语句；揭示文章脉络层次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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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题技巧：　　1、从句子的修饰，限制成份入手　　要确切地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意义，可从
句子结构入手，在抓住主干的同时，特别留心那些修饰、限制成份。
句子的修饰、限制成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揭示句子内涵的作用。
　　2、从句子在语段中的地位入手　　关键语句往往在文章中或语段中起关键作用，要理解他，不
仅要注意他本身的结构和修饰限制成份，同时必须考虑他在文章中所入的地位。
如果句子在语段中起总起作用，那么理解他必须从所领起的那些内容去看、去找；如果起小结作用，
就必须从他的上文去看、去找相关信息。
无论总起还是小结，关键要看句子的“管辖”范围，从句子的管区内寻找答案。
　　3、从相邻句入手　　高考现代文阅读中对于那些关键性语句，要特别注意其所处的语言环境，
抓住句子所在的语段进行分析，重点看这个句子相邻的上下句，这相邻的上下句往往隐含着解题的信
息。
　　（三）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　　从文章中辨别并筛选重要信息，必须在阅读时把注意力放在文
章重要内容上。
一段或一篇文章的重要内容主要指：文章中的重要概念和新的知识，对重要概念和新的知识的阐释，
最能表达作者写作意图的语句。
　　对重要信息的筛选，要根据题目的要求，确认筛选的角度，浏览有关部分，把握大意，然后采用
对比、求同、求异等方法，提炼出所需信息。
特别要注意文中的指示语、概括语、情态语、主旨句、过渡句、标题用语以及文后注释。
　　解题技巧：　　信息筛选提取类试题要求从阅读文段中选取某些符合题目要求的意思来回答问题
。
这个“意思”就是人们常说的信息，往往表现在文段中现成的词语、句子，还有藏在语句里面的深层
含义。
　　信息提取题难度较大，主要难在对文段的正确、完整、深入的理解、把握上。
因此，认真阅读文段，理解把握文段的层次含义，是正确解题的基础。
其方法主要从题目本身入手。
　　1、要弄清楚题目要求筛选提取什么，在什么范围内筛选提取。
比如筛选对象概念外延有多宽，在哪一段、哪个问题上筛选、提取。
　　2、要充分注意题目所规定的作答条件、要求。
如题干对答案文字的选取、组织、字数、作答方式和要求等。
　　3、正确理解题意，准确组织表述文字。
答案文字要准确，与题目的提问点对上口径，填空题还要求与上下文衔接连贯，文从字顺。
　　（四）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分析文章的结构，是通过分析文章，以期达到把握文章
的脉络、理清作者思路的目的。
结构是文章的骨架，分析文章结构就是根据文章的线索、材料安排的顺序，弄清文章的段落层次、开
头结尾、过渡照应等问题。
　　文章的层次结构，与文体大有关系。
记叙文（含散文）可按事情的发展阶段、场面的变换、时间的迁延来划分结构。
议论文可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入手分析。
说明文由于说明对象不同，分别采用时间顺序、空间顺序、观察顺序、逻辑顺序来结构文章，可视具
体情况来划分。
　　分析文章结构要注意两点：　　一是整体把握，了解文章的思路；　　二是应从概括段意入手，
理清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解题技巧：　　语句方面：1、从首句入手。
很多文章首句往往起到提纲挈领的总起作用，从首句入手，往往能把准文章思路文脉。
2、从标志语入手。
其一是语言的标志。
为了使行文思路清晰，作者常常会使用一些衔接上下文的标志性词语，明示段内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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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看标点，作者是行文中经常运用标点区分层次，特别是分号、句号是区分层次的明显标志。
3、从议论抒情入手。
在叙述描写过程中作者时常插入一些议论抒情性句子，以对前文的叙写加以概括和总结。
　　结构方面：　　1、从结构标志入手。
例如2000年全国高考第四大题《长城》，每段之后有一句单独排列，这就是标志。
2、从文体特征入手。
在阅读中要善于把握不同文体的结构特征，分析文章结构思路。
　　散文，无论是写人为主，还是写事为主，都离不开叙事。
事情的发展，离不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所以按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来组织材料是散文常
用的结构方法。
写景散文要分清写景的顺序和方法，是移步换景、定景换点，还是定点观察。
抒情散文要注意抓住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来分析文章思路。
分析议论文的结构思路，一要着眼于观点和材料的逻辑关系，二要着眼于论证部分的内部层次。
　　（五）归纳内容提要点，概括中心思想　　分析归纳文章的内容要点和中心思想，是从整体上把
握文章的两个步骤。
对于文章的内容，分析理解是基础，综合归纳是核心，概括表述是关键。
要求对具体内容能够加以概括，对复杂内容加以疏理。
这里所说的疏理，即理清顺序，抓住要点。
内容要点的归纳分析，必须通观全文，把握全局，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拘泥于某些字词，要善于抓中
心句，理清各段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准内容要点。
　　文章的中心思想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　　二是作者在文章中表达出来
的思想观点和写作意图。
分析归纳中心思想必须对全文有整体把握，掌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综合作者的写作意图抓住本质进
行概括。
归纳要力求全面、准确、简明。
　　解题技巧：　　１、抓关键词句。
如果所要概括的具体内容是单句，应注意从句子结构入手；如果是复句、句群，注意句与句之间的关
系；如果是文段、全文，可以从分层次入手，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通过分析找出文中或句中关键词句，也就是体现文段或文句主要观点、思想内容的词句，用
文中现成的词句来概括，这样做即准确又省力。
这种关键词句大多在每个层次的开头，有时可能在结尾。
中心句当中有重要关键的核心词，找到它有助于概括具体内容。
　　2、设问法。
对中心句不明确的语段，一般可采用设问法，给自己提问，结合原文回答，借此启迪思想。
如果是科技说明文，则问说明对象是什么，特征是什么，不同对象则问相同点是什么，相异点是什么
；如果是社科文，则问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证明一个什么观点；如果是文学作品，则问叙述主体、抒
情对象是什么，记了什么事，抒了什么情等等。
设问法作为一种准确概括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要点齐全，语言简练。
　　3、重视结构与对应。
归纳概括要点和中心思想时，除了准确理解外，还要注意分析句子、短语的结构关系，弄清前后之间
的联系，在头脑中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同时注意分析其间的对应关系，解题时注意与题目要求对应，依据对应关系从原文中寻找相应的地方
，进而归纳概括出答案。
　　4、关注释句。
在阅读中要关注那些释句，即起解释、补充说明作用的句子。
他们或变换角度加以说明，或判断形式加以解释。
通过这些句子，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从而更快地把握文意，准确归纳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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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确立整体意识。
　　6、把握隐含信息。
　　7、了解有关背景，全面筛选信息。
　　（六）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即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对文中描写的事物、人物是歌颂赞美还是批判讽刺，是喜爱同情还是厌恶痛恨。
把握了作者的观点有助于对文章中心的深入理解。
分析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最基本的方法是根据文体特点对文章内容作具体分析。
议论文要分析其论点和分论点，一般来说这就是作者所要阐述的观点。
还要分析其论证材料，特别是正反的事实材料，其中往往蕴含着作者的感情倾向。
对记叙文，要着重分析作者的感情倾向。
对记叙文，要着重分析作者写了什么人，记了什么事，赞扬了什么精神，讽刺了什么现象，鞭挞了什
么性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点态度。
抒情类文章，一般是通过写景状物来抒情言志，应分析他描写了什么景物，寄寓了什么感情，阐发了
什么哲理，从中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
   （七）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和想像　  推断和想像是阅读过程中的再创造。
它要求根据文章提供的文字背景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对文中作者的观点、态度进行恰如其分的
推断；对事件发生的情景、人物活动的心理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动作、表情进行合情合理的想像。
    在推断和想像时；要注意：①要根据文章的内容来进行。
文章的特定情景和文章的有关内容是推理和想像最基本的前提和依据。
②要合情合理，恰如其分。
既不能违背文章的原意，也不能违背生活的常理。
 　 （八）鉴赏评价　  在现代文阅读中，评价和鉴赏能力是阅读能力的最高层次。
对文章的思想内容进行评价鉴赏，就是要求能够判断文章观点是否正确，认识是否全面，感情是否健
康，论述是否透彻。
要能正确评价鉴赏作品的思想内容，关键是要有较高的思想理论素质，另外还要注意以下四点：①要
以全面、深入的阅读分析为基础；②要全面辩证地评价文章；③评价要有理有据；④评价要具体、充
分，有深度，不可含糊笼统。
     表达技巧是指文章运用哪些写作原理、规律和方法来表现文章内容的。
对表达技巧的评价鉴赏，就是分析文章运用了哪些表达技巧，表达了什么内容，达到了什么艺术效果
等。
鉴赏的核心是审美，即挖掘作品中的美感因素，达到某种美感享受。
从写作原理来说，不管什么文本，都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观点正确，主题鲜明，中心突出；材料典
型，内容具体，详略得当，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通顺、简洁、准确、生动。
    鉴赏、评价文学作品各种体裁均应顾及，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散文的赏析上。
散文由于它的“形散”而对它“不散的神”难以把握，以致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
因此在散文的鉴赏中要找出统领全文的“文眼”，贯穿全文的“线索”，理清全文的材料安排、思路
结构，探索作者是如何综合运用叙事、抒情、描写、说明、议论等表达方式的，从而准确把握文章的
主旨。
    解题技巧：       鉴赏和评价文章，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把握整体，鉴赏局部。
        文章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而各个局部又都是为整篇文章服务的，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文章是一个
系统完整的有机整体，因此，我们在鉴赏评价时不能脱离局部去鉴赏文章，也不能脱离整体，鉴赏局
部，而应该立足于整体把握。
首先是带着阅读问题去整体感知文章，同时还能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善于从抽象到具体，化整为零，
善于分析评价鉴赏的局部的美。
面对局部文章的分析评价鉴赏又必须结合整篇文章的立意谋篇布局结构思路，牢固地树立整体意识。
　　2．联系背景进行鉴赏。
 　　文章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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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色；同一时代的作品，由于作家风格、思想的不同也具有不同的情调；
即使是同一作家，也可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动、个人情感的变化，写出不同的情调的作品。
所以，我们在阅读现代文时，要善于“知人论世”，联系作家写作的背景和写作动机、联系作家所处
的时代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等背景知识进行分析评价和鉴赏作品，特别是那些因时为
事而作、表达作者特定思想情感的文章，更应如此。
  　3．遵循文道统一原则。
     　任何文章，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优美的文章应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文章中，“文以载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因此，鉴赏文章也应坚持文道统一的原则
，不能割裂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刘勰曾说过：“缀文者，情动而词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内容与形式在鉴赏过程中有密切联系
。
我们不仅要善于抓住文章的思想内容来鉴赏文章的表现形式，还要善于通过鉴赏艺术技巧来进一步体
会思想感情。
    现代文阅读解题经验：    　　一  解答现代文阅读题时，首先必须读通、读懂阅读材料。
虽然高考时间很紧，但这一步却是必不可少的。
少了这一步，就无法准确地做题。
具体解题时可以采用反复阅读法：    1．解答现代文阅读题可采用反复阅读法。
    一读：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争取完全读懂，在读的过程中，如果有个别语句不能读懂，一般往下看
到一个意思陈述完时，马上停下来，回到不懂的地方，结合此处的前后语句，读懂后继续读下去，直
至读完全文。
读完这一遍，要基本理解文章的内容。
这样阅读看似多费了一些时间，其实这是为后面做题节省了时间。
如果第一遍不读懂，在做题时，你会花去更多的时间。
    　  再读：阅读题干和选项，要一字一句认真读，找出考查的信息，揣摩命题的角度。
然后结合题干提供的信息，有重点地阅读全文，找出与选项有关的信息。
    三读：把选项和与选项有关的信息结合起来，仔细比较。
一般题目中设置的干扰项，都是可以从原文中找出依据来排除的。
确定选择一个选项的过程，就是排除其他三个选项的过程，一定要找出排除的依据，才能做到做题准
确。
    　　2．在做现代文阅读题时，仅仅根据同学个人的理解答题，往往会出错。
  　所谓阅读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讲，考的并不仅仅是同学个人的理解，而是在考对文章作者对他所
写事物的认识的理解。
所以在解题时我们应该顺着文章作者的思路来理解，而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来理解。
具体做法是答题时应该忘掉自己的主观认识，不管自己认为这些认识是多么正确，而应该顺着作者的
观点、思路来阅读文章，这样得出来的“理解”就可能符合题意的要求。
        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长期体验、感受、揣摩、领悟的潜移默化的
积累过程。
我们应该平时多做相关练习，在练习过程中不断地归纳总结，找到感觉，找到规律，摸索出一套最适
合自己的解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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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解题方略（代序）　一、自然科学类　一、太阳能技术　二、人与条形码　三、超级能源
——反物质　四、光纤通讯　五、记忆金属性格奇特　六、生物化学的崛起　七、生物钟　八、射电
天文学的发展　九、恐龙　十、信鸽社会科学类　一、《哈利·波特》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二、创新
文化何时不再仅是美好愿望　三、黄河　四、匾额　五、经典阅读唤醒心灵　六、科举制度　七、漫
谈我国的陶制乐器　八、殷墟　九、戏曲的脸谱  十、新中国的奇迹与诺贝尔奖文学艺术类  一、安塞
腰鼓  二、奥林匹克的人文价值  三、冰心  四、崇尚愚蠢  五、刺痛感觉的那一句  六、淡之美  七、灯
下漫笔（二）  八、读韩愈（节选）  九、读张爱玲  十、回忆爸爸　十一、季羡老的光谱　十二、江南
古镇．　十三、绝版的周庄　十四、“另类”贺知章　十五、流浪的二胡　十六、流泪的滕王阁　十
七、蒙娜丽莎的微笑　十八、明月清泉自在怀　十九、千古醉翁亭　二十、人生惟有读书好　二十一
、山间小路　二十二、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二十三、诗的江南　二十四、书的征服　二十五、熟悉
的地方没有景色　二十六、水渠　二十七、水乡茶居　二十八、随便找个自己的座位　二十九、谈作
文　三十、唐代的杨柳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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