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

 1．理解 B

      ⑴ 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⑵ 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

  2．分析综合 C

             ⑴ 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⑵ 分析文章结构，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⑶ 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

             ⑷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几个关键意识

      原文意识：根据题干的要求，框定答题区间，勾画原文信息，

尽量用原文关键词、短语、句子回答问题； 

       条理清晰：答案分点分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去寻找

要点，内容不交叉不重复；

   答案切题：明确题干指向，问什么，答什么，答案具有针

对性，不要答非所问；

   归纳概括：先概括（短语、短句）后具体（摘句、

阐释）。



一、信息概括类

     考点：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要点：筛选、整合。



（一）概括特点类

  

步骤：1、审题干。明确答题方向；确定筛选区间。

             2、回原文。勾画原文信息点。提取关键句、关键词。

             3、概括整合。分角度整合原文信息点。

            摘句法。文章段落的主题句(首领句、总结句)和中心句就是对全段内

容的概括，可以直接摘取。

             联词法。在段落中摘出能表达本段内容的中心词语、句子，将其联结

在一起，但要注意语句的通顺。

             4、整理答案。先概括再分析，分点，按题干要求表述。



（一）概括特点类

基本题型：

    例：请结合材料内容，简要概括“文明型国家”的特征。（4分）



原文：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

揭示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和预测，它甚至可以

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乃至胜出。“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
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有人认

为中国的崛起就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随

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

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的崛起是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有自

身的规律和逻辑。



    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

拥有超悠久的历史、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因此，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使得中国能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

今天的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等伟大先哲重新回

到世界中心的，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

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文明型国家”的文明基因太强大了，如果这样的国家要

被全盘西化的话，它必定走向混乱、分裂乃至解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的，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

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身的许多传统

与现代相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一）概括特点类

基本题型：

    例：请结合材料内容，简要概括“文明型国家”的特征。（4分）

    ①“文明型国家”是将传统而古老的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特征的重叠和融

合；②“文明型国家”对外来文明能兼容并蓄，但它却不会被任何外来文明所同

化；③“文明型国家”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优

势。（每点2分，任答两点得满分。）



（一）概括特点类

题目变形：

    请结合材料内容，给历史政治学下一个简要定义。（4分）

    答案：历史政治学是一种以政治学视野去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的发现中去

丰富和发展政治学，并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新

的政治学。

解题步骤：

        1）回原文。勾画原文信息点。提取关键句、关键词。

        2）概括整合。分角度整合原文信息点。

        3）符合下定义的要求：判断单句（××是××）。



（二）分析原因类

        直接原因、根本原因。（由浅入深）

        主观原因（自身原因）、客观原因（外在原因）——他人影响、时
代特点、环境氛围等。

例：请综合三则材料归纳我国当前出现“海归”热潮的主要原因。

    ①国家政策引导扶持海外人才回国创业。②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与世界潮

流接轨的强烈愿望。③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

与包容以及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④ 海外人才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

⑤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



（二）分析原因类

   苏轼作为“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请

结合以上材料加以分析。（6分）

        青少年时期运用科学的读书方法，加深对经典诗文的理解；父亲在文体和

为政之法方面的教育对苏轼大有裨益；家庭环境和宗教氛围，对他的成长和思想

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上的挫败和对人生价值意义的重新思考，使他的

创作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整个宋代文化的浸染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使他的思

想艺术境界达到极致。

        直接原因、根本原因。（由浅入深）

        主观原因（自身原因）、客观原因（外在原因）——他人影响、时
代特点、环境氛围等。



（三）解决问题类（措施、建议）

    例：如何提升中国当代小说的“诗性”特征?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6分）

        某年画博物馆想就年画的传承与发展开展文创活动，请结合文本内容，

为他们提三条建议。

措施和建议的答案要全面：

                  1、来源于问题。

                  2、来源于好的做法。

                  3、来源于呼吁和建议。



    如何提升中国当代小说的“诗性”特征?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6分）



原文：

        但一些作家似乎过多沉迷于叙述模式的借鉴和实验，陶醉于魔幻现实的营造，

痴心于恢宏历史的展现，执着于玄妙故事的构思，却忽视或者漠视了小说诗性的构

建。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于找寻到诗化的现实、诗意的语言和充满诗魅的意象，而

直露的现实、粗鄙的语言和意象的缺席，却占据了不小的空间。而且，过度商业化

的氛围造成了他们心态的浮躁和对利益的追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通俗性和

庸俗化，使其几乎成了“快餐文化”的一分子。

        文学活动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对生活进行异质化处理，也就是把客观生活改造成

能够体现人生的普遍经验的、心灵化和情态化了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诗意的生活。

        在中国，第一部充分诗化的叙事文学作品是《红楼梦》。在这部不朽之作中，

诸如“顽石幻形入世”“绛殊还泪”“木石姻缘”“风月宝鉴”等审美意象奇幻而

丰盈，隐喻、象征、反讽、复义等诗性手法层出不穷，超言绝象的不尽内涵对人的

心智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曹雪芹将人间严酷的现实世界充分诗意化了，因此他的作

品达到了叙事艺术的巅峰。



    孙犁抒情绝少像五四时期郁达夫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间接传达的方式，将情

感充分客观化，融感情于景物和人物描写之中，移情入景，物我交融，因而他的小

说生成了一个又一个别有韵致的意境。

        对这些青年妇女，孙犁不是穷形尽相、面面俱到地刻画描写，而是重在发掘

她们的灵魂美、人情美，作者把这些人物当作“美的极致化身”，而不是借她们来

展示广阔复杂的社会人生。在孙犁的笔下，她们的性格无一例外都是凝定的、单纯

的，但她们因包蕴着作者的丰厚情感和美好理想而显得富有诗意，可以称之为诗化

的人物。

        他的小说语言富有诗的特质、诗的美感。巧设比喻，是孙犁小说语言诗性美

的突出表现。围绕一个描写对象，以比喻为手段多方网罗物象，扩大语言的意象密

度，增强语言的诗意，这可以说是他的“繁笔”。而“简笔”他也同样用得富有诗

意，他善于捕捉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白描勾勒，寥寥数语，便传达出丰富的意

味。



如何提升中国当代小说的“诗性”特征?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6分）

    ①端正心态：反对过度沉迷故事性、通俗化、商业化，摈弃浮躁，淡泊名

利，自觉追求。②生活诗化：对客观生活进行艺术提炼加工，改造成诗意的生

活。③表达诗化：运用隐喻、象征、反讽、复义等诗性手法，寄托深层意蕴。

④形象诗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发掘灵魂美、人情美，使人物形象富有诗

意。⑤意境诗化：移情入景，物我交融，描摹创设别有韵致的意境。⑥语言

诗化：锤炼语言，使其富有诗的特质、诗的美感。



（四）侧重点不同类

  提问方式：

        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论述侧重点、写作目的有何不同？请分别简要说明。（6分）

        世界各国媒体分别从哪些角度对我国的共享经济进行了报道？综合各国媒体视

角的目的何在？请简要概括。(6分)

        两则材料对“文化全球化”论述的侧重点有何不同？为什么?



   抓住每则材料论述的重心：一看题目，二看中心观点，

三看内容比重。

    以上三则材料的论述侧重点、写作目的有何不同？请分别简要说明。



    题目：《用好中医瑰宝》；《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天道、人

道、医道与疫情防控》

    中心观点：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

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

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

”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

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

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

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抓住每则材料论述的重心：一看题目，二看中心观点，

三看内容比重。

以上三则材料的论述侧重点、写作目的有何不同？请分别简要说明。

         材料一侧重阐明中医和西医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疗中的不同作用，目的在

于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优势互补，缓解资源紧张局面，让治疗更高效。

         材料二侧重阐明中医以防病为主，追求和谐的原则。目的在于寻求防病

治病的最佳策略。

          材料三侧重阐明天道、人道、医道相结合的整体中医观，目的在于为疫

情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文体特征：

    1、新闻的文体特征：迅速及时（时效性）、内容真实（真实性）、客观平实

（客观性）、信息准确（准确性）。

     2、调查报告的文体特征：材料真实；对象典型；叙议结合；针对性强。

      3、传记的文体特征：真实性；文学性（选材典型；详略得当；重视细节；叙议

结合；巧用手法；引用传主的话、书信等，使传记更真实感人。）

       4、科普文章的文体特征：内容科学；文笔生动；内容通俗。



文体特征：
        5、时评的文体特征：时效性、针对性、准确性、说理性、思想性。（可犀

利可深刻，表达相对自由）

        6、学术论文的文体特征：学术性、创造性、语言的简洁准确。（简洁深刻，

可以多元化）

        7、访谈的文体特征：有计划有步骤，通过问答逐步深入，通过简单点评对

方的话或精要讲出自己的理解，从而引出对方的进一步阐述；访谈前有充分的准

备，访谈具有针对性；问题明确；语言平实口语化。



两则材料对“文化全球化”论述的侧重点有何不同？为什么?

        (1)侧重点不同：材料一主要分析某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的实质和可能

带来的危害，侧重点在“文化全球化”论调下的政治博弈；材料二主要分析了“文

化全球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的特点、实质和表现方式，地域文化应该如何应对“

文化全球化”的挑战等。

       (2)立场不同：材料一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作为国家重要机关

报刊，会站在国家社会的整体立场上，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论调，维护我国文化

传统和国家利益不受文化霸权损害。材料二是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是从学术的

角度认可“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价值的追求，并指出了多

元文化必然存在的现实。



（五）表明态度类

    要点：1、态度必须鲜明。
                      2、依据来源于文本，遵从原文意识。
                    3、实用主义，哪种观点原文依据更充分，就选择哪种。

    例：有人认为，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材料一和材料二截然相反。你是否同

意？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示例一:同意。（2分）①材料一是悲观的，（1分）认为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

来威胁，在对待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树立底线思维;（1分）②材料二是乐观的，

（1分）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全面超越人类,人类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是机器人无

法比拟的。（1分）

        示例二:不同意。（2分）①两者关注的领域不同，材料一讨论的是科技发展领

域的人工智能，材料二讨论的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人工智能;（2分）②因为关注领域不

同，即使两者态度有所不同，也不构成截然相反的关系。（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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