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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怎么考？ �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漫长的历
史演进中，中国古代渐渐形成了全民族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仁、义、
礼、智、信、忠、孝、恕、廉、勇等。 
    在当今中国，所有文化和社会问题，说到底，都与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情复杂，发展不平衡，矛盾积累多，正处
于社会转型、变革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信息
蜂拥而来、真假难辨，使中国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如
果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很难确立共同的
理想信念、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推动国家健康发展。因此树立全民族共同认
可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警示作用。 
    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
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
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
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 



高考怎么考？ � 
、感召力。他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一
个没有价值判断标准、莫衷一事、不讲原则、不知取舍的民族和国家，
势必浑浑噩噩、良莠不分、无真理正义可言，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不可能赢得国际尊重。 
 
3. 根据“材料二”，对当代中国“树立全民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性，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包括仁、义、礼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核心价值观
体系。                  
B.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情复杂，发展不平衡，矛盾积累多。 
C.是确立共同理想信念、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推动国家健康发展的现实
需要。      
D.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有助于赢得
国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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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特征 � 

（一）观点鲜明 
1、题目就是中心论点的简单概括(或论题) 
2、开头第一段可能就提出中心论点 
3、结尾回扣中心论点 
（二）结构清晰 
1、分论点置于段首或独立成段 
2、分论点之间要注意过渡衔接 
 



命题特征 � 
（三）阅读文本的选择：题材侧重艺术、科学、文化、现实
等等 
（四）阅读文本的篇幅：都是超过1000字的文本。 
（五）选择题的设置：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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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法精讲 � 

（一）答题基本步骤 
    论述类文本的阅读题以选择题的形式在第一卷中出
现。做选择题时可分“索检原文→比对选项→作出判
断”三步走。  
 
    根据选项内容回到原文中找出信息来源区域（即索
检原文）一般不难，关键在于与选项进行比对作出判断
上，这一步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判断出选项中改变了说法
与原文表意是否一致。此类题目命题总体特征：是在玩
文字游戏。命题者通过删、添、调、改、漏、凑等六种
手段来设置错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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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删：删减。删除句子而改变句意。 常见
的是删减定语、状语，修饰成分的删减就意
味着语义的改变，有可能是内容的扩大，也
有可能是对内容的曲解。    
2.添：添加定语或状语，造成对内容的曲解。 
3.调：调换。调换词语或句子顺序，从而改
变句意。 
 



4.改：改变说法，或换用别的的词语代替，造成似是
而非。比如因果颠倒、主客体颠倒、部分涵盖全体、
整体替代局部、现实代替猜测…… 
5.漏：遗漏。看似是保留原文词句，但结合题干来看
只是强调了问题的某一方面，而有意漏掉了另一方面。
这种选项有很大迷惑性，须多加留意。 
6.凑：拼凑。将意义有关或无关的几个词语（句子）
杂糅凑合而造成错误，或者将望文生义的几个义项强
加进去，干扰判断。特别注意的是它的正确选项多采
用句式互换、同义词替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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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题设错陷阱的规律 
    选择题主要是考查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在

考题设置选项时，往往具有迷惑性，仅仅是理清了文

章思路还不够，只有掌握了命题的设错规律，才能更

准确地识破选项陷阱，排除错项。因此了解错误选项

的设置规律，是提高答题准确率的关键。一般而言，

选项设置的迷惑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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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偏概全 
    有时命题者故意增删、改动文中表示范围限制或是程度的
轻重的词语干扰考生。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整体（或
相反）,以个别代一般（或相反），以特殊代普遍。从而使考生
作出错误的判断。 
 
重点关注：表数量多少的词语（少数，部分，几个，大多数）；
表范围大小的词语（凡，全，都，所有；部分等）；表程度轻
重的词语（特别，十分，稍微等）；表频率高低的词语（通常，
总是；有时，偶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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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淆时态：（已然与未然） 
    就是指故意把原文中尚未确定或还未实现的设想或推测说
成既成事实。 
 
重点关注：已经，曾经；过去，现在，目前；将要，尚未；之
前，之后等。 

3、因果混乱： 
    因果混乱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果颠倒，就是把
“因”错断为“果”，“果”错断为“因”，颠倒了两者的关
系；二是强加因果，就是把没有因果关系的说成是因果关系。 
 
解题对策：在遇到涉及有因果关系的选项时，一定要在原文中
找出相关的句子，比较一下，仔细分析有无因果关系，或者因
果关系是否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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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混淆模态：（可能与必然） 
    命题者在设置根据原文内容进行合理的推断和想象题的选
项时，从逻辑推理角度设置陷阱。把可能出现的情况说成必然
出现的情况。 
 
重点关注：一定，必将； 可能，估计，如果，未必等。 

5、主次颠倒 
    事物的变化发展就矛盾而言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原
因而言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就表现而言有主要方面和次要
方面。命题人设计陷阱时，有时会将这些“主要”的一面和
“次要”的一面倒置。 
 
解题对策：做此类题，要仔细审读原文，清楚哪些是主要一面
的，哪些是次要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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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混淆是非：即肯定和否定颠倒 
    命题者设计选项时在事物的性质上设置干扰。有意将阅读
材料中肯定了的事物加以否定，或者将否定的事物加以肯定。 

 
7、无中生有：即原文无此信息 
    指所给选项中所说的内容在原材料中未涉及，也不能从原
文中推断出来。命题者故意在干扰项里设置原文没有的信息。 
解题对策：考生在做题时要仔细检查所给选择项的内容是否能
在文中找到依据，或者是否能根据原文合理地推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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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混淆充分、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只有……才 充分条件：只要……就 

9、混淆程度深浅 
解题对策：在遇到涉及有程度深浅的选项时，一定要关注显示程度
的副词，并与原文认真比照。 
10、偷换概念（张冠李戴）： 
    主要指命题人在解释概念，或转述文意时，故意弄错对象，迷
惑考生，使考生误入歧途。命题者暗中将两个概念的内涵如属性、
作用、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调换、改变或混淆，乍看与原文的说法一
样，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通过漏字，添字，
改字，换序等方法扩大、缩小或转移概念。 
 
解题对策：在阅读原文时，一定要关注事物的对象，并用圈、点、
划、批的方法标出，在做题时，应注意看选项中是否存在信息错误
对接的现象，尤其看命题的主语、谓语与原文是否一致。 
 



（1）不能只看选项本身的错对，注意选项是否答
非所问; 
（2）题干中有“根据”、“证据”、“原因”等
字样，选项与题干之间要能构成因果关系； 
（3）有的选项要选最佳答案，而非正误选择; 
（4）题干涉及几层意思，选项中则要答全几层意
思。 
 

（三）答题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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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读全文，思考四个问题 

（1）文本主要谈的是什么问题或就什么事情阐述道理； 

（2）作者的基本立场、观点、情感和态度是怎样的； 

（3）本文依照怎样的顺序布局谋篇、组织文章，其段

落之间的关系如何； 

（4）行文中为突显立意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和材料 

（四）解题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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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中的五注意 

（1）整体感知和整体把握意识 

（2）结构意识，借助层次分析把握内容要点 

（3）文本意识，作答不主观随意或盲目 

（4）提炼整合手段，有效分析充足 

（5）作答规范意识，无错字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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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题解答一般方法 

（1）比照原文、弄清概念、把握句意、辨析筛选。 

设题情形有三种： 

①形同意同 （信息吻合  直接判断） 

②形异意同 （有所转换  实质一致） 

③形似意异 （迷惑性大  格外留意） 
（2）懂得审辨标志性词语。可以作为标志性词语的

有：     
      顺序词、关联词、指代词、范围词，类别词、过

渡词。此外还有文中不同地方反复出现的同义或近义的

词语。 

     以下的关键词在读文本时要圈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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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助于理解文章内容、提示信息的词语 
①年代时间(多次出现时间) 、数据(多个数据)及其概语（如多
数、少量、部分、凡、凡是、所有、都、全、几乎、仅仅、等
表范围的词语） 
 
     密封座舱中一般采用与地面相同的1个大气压，即760毫米
汞柱，而舱外活动航天服一般采用210毫米汞柱压力。……如
果将舱外活动航天服的压力提高到380毫米汞柱以上，穿着它
出舱行走，也不会产生减压病…… 
设题：防止减压病可以将舱外活动航天服的压力提高到760毫
米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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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重要的修饰限制词语(基本、根本、重要、最、十分、非
常、总共等表程度的词语) 
迄今为止 紧急的应是有关核武器的决定。 
设题：相信我们能很好地解决核武器及核战争所带来的危
机，就能实现地球的真正和平。 
 
③已然未然(迄今为止、到目前为止、现在所见的等表时间
的词语）或然必然（如果、可能、也许、一定、必然等表
判断的词语) 
《华夷图》是现在所见 早的标有长城的全国地图之一。 
设题：华夷图是中国历史上 早的标有长城(包括汉长城在
内)的全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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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助于理清文章思路，避免逻辑错误的词语 
①因果(因为、因此、……的原因是、因而、由于、从而) 
例文：座舱里充满空气，划动四肢也可前进，因此行走范
围是立体的。 
设题：因为在座舱里的行走范围是立体的，所以座舱里充
满空气，划动四肢也可前进。 
②转折(但是、反而、其实、实际上) 
例文：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
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
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
要有健全的人格。 
设题：作者认为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 
 

技法精讲 � 



③并列或递进(也、又、不再是……而是、不仅……还) 
例文：想像除形象到形象外，也能由形象上升到理念。 
设题：触景生想型的想象有几种情况？ 

④分类分层(首先、其次……“；”等等) 
⑤举例子(例如、如、人名) 
例文：想象有时会反激到另一方向去，这也是一种思维规
律，想象领域也很广阔。杜甫《江畔独步寻花》诗中的
“怕春”很容易引起人“喜春”、“伤春”的对比思考。 

设题：作者引用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一例是为了说明什
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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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抓住关键词时： 
     ①尽量落实到词，集中注意焦点； 
     ②可以用符号将有用信息作好标记； 
     ③若有题目根据题目把握全文的中心，若没有题目

找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尽快弄清文章的论题及观点； 
     ④注意把握全文的顺序，边读边理清思路，读完全

文要整理出全文的中心主旨。 

 

技法精讲 � 



典型例题 �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
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
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
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之所以超过其他生物，皆因人类有一种优越的力量，
能改变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
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
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
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
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
我们爱惜他，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
齐，这也是一种调理。对外界我们尚需要调理，对自己则忘记
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
心情两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调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
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
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而心思之清楚有调理，是与
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
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
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作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
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而来。文章
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且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
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会
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
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
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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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
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
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是要在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
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就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
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
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
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
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
难有成就。所以我们的东西不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
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
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 
    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典型例题 � 



1. 下列对本文主旨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学会心理的调整，这才是真正的学问，才是真正的进步。 
B．人类之所以超过其他生物，是因为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 
C．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想表达清楚明白，心思必须先有条理。 
D．调理自己的心情，使之平和有力，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解析：此类题目是对全文的考查，是对全文信息的筛选与
概括。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扣紧文本。这篇文章共有
六段，第一段提出问题：要调理自己的心理。第二段写为
什么要调理。第三、四段写调理要注意的心思和心情两个
方面。第五段写调理需要精神。第六段强调调理是大事。
可见，文章是围绕“心理的调理”展开分析论述的。B、C、
D项都有失偏颇。 
参考答案：A 
 

典型例题 � 



2. 根据文意，下列做法不属于“调理心情”的一项是（    ） 
A．备考要拟订周密的学习计划，拟订计划前要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安定。 
B．教室黑板上方的墙壁上，张贴着“净”“静”“敬”“竞”四个大字。 
C．写文章不急于下笔，先上网专心浏览，摘取相关精彩段落再加以组合。 
D．学习遇到困难时，冷静思考，多方请教，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解析：本题是一道新题，属于观点推断题，用文章的一个观点，
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也就是拓展题。解答此类题目的秘诀是抓住
题干的信息，进行分析。“写文章不急于下笔，先上网专心浏
览”是属于“调理心思”，写文章要“摘取相关精彩段落再加以
组合”说法有误，原文强调的写文章时“ 好平心静气去想，不
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有成就，而“摘取相关精彩段
落再加以组合”恰恰是作者所谓的“苟且从事”。 
参考答案：C 
 

典型例题 � 



3. 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 学会回头看自己，健全自己的心思心情，是求学的一
个重要目的，这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B．心思与心情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有主次之分，要想
条理心思，就得先调理自己的心情。 
C．心情的暴乱与散懈，两者看似不同，但都能使我们陷
于一种机械性，从而导致行事不顺。 
D．调整心理，集中精力，心平气和，努力写出有力量的
文章，这是一个很紧要的根本所在。 

典型例题 � 



解析：解答此题的基本思路是：（1）整体阅读，整体感
知原文；（2）找到该题信息所在的区域；（3）对该区域
内容要点进行概括与分析；（4）将选项中的相关信息与
这些概括与分析进行对照，从而得到本题的答案。有的情
况，选项的信息是建立在原文一段或几段相关信息的概括
的基础上的，切不可简单机械地寻找一一对应的关系机械
地答题。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注意特别绝对的理解的选
项。D项在原文 后一段“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
很要紧的根本所在”这句话，这个地方作者想要表达的是
“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
候，尤须集中精力”，而写文章仅仅是作者举的一个例子
而已。 
参考答案：D 

典型例题 � 



典型例题 �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 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
“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
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
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
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
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
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
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
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
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
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
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
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 



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
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
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
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
名著佳篇。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
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
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
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
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
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
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
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
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典型例题 �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
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
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负传
统望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
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
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
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
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
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
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
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名族不同风格的“新经
典”。 

典型例题 � 



1. 下列关于“中国经典”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 
A. 中国经典一般意义上与“经”应该是一致的，将其转换成
“儒家经典”的观念在作者看来则有些狭隘。 
B. 中国经典的核心思想是“三教合一”，而“三教合一”正是
中国与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为不同的地方之一。 
C. 中国经典内容丰富，其中的儒、佛、道思想各有特色，共同
构成中国多元的文化，并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D. 中国经典的认定，除了要考虑圣贤、宗教、学派的思想，还
需要侧重考虑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名著佳篇。 
 
解析：A 原文“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
这种观念有些偏狭。”B “中国经典的核心思想是‘三教合
一’”无中生有。D 原文“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
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 

典型例题 � 



2. 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世界中，封建统治者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思
想工具实行统治，比如，用儒家思想治世，用佛教思想治心，
用道教思想治身。 
B. 儒家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
“礼法治世”的荀子都关心社会伦理，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
家只关注政治秩序。 
C. 能成为被人们尊崇和仰视的经典的，往往是那些被广泛引用、
被认为充满真理、被一再解释的优秀著作，其中有的还曾被
“钦定”为必读书。 
D. 经典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其思想内容总是会留
存在社会风俗、人们的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中，如影随形，并
不时地表现出来。 

解析：B“新儒家只关注政治秩序”以偏概全 
 

典型例题 �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争取的一项是(3分)(   ) 
A. 经典不是天然形成的，它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到神圣经典的层层
积累的经典化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B. 阅读经典时，如果将其放在那个产生它的历史时代里面去重新
理解，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类从古至今曾经面临的重大问题。 
C. 经典知识如何再生和重建，经典中哪些资源被重新发掘和利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社会现实、生活环境的需要。 
D. 对“旧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和引申，是为了让它在我们今天的
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格。 
 
解析：A项“这一过程在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不准确。B项题
干所说的是强加因果。D项“是为了让它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
中发挥作用，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格”说法错误 
参考答案：C 
 

典型例题 � 



总结反思 � 

确认基本答题步骤 
选择题陷阱总结 
如何抓住关键词 
 
 
 

一般论述性文章 



感谢聆听！ 
祝大家学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