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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分析

“压缩语段”就是将内容丰富的长语段，按要求浓缩成语言简洁、

意思明了的短语段。压缩语段是语文阅读的重要能力，主要是考查考生

提炼、概括、压缩信息的能力。

一、压缩语段的一般原则

1．注重文本特征。文本不同，信息特点就不同，那么压缩方法往

往也有区别。如文本是一则新闻，就要根据新闻的特点，把事情的参与

者，事情的时间、地点、经过、结果等几个方面说清楚。 



2．内容涵盖整体。压缩语段要立足于全文(或全段)，运用跳读、浏

览的方法，迅速把握阅读材料的整体结构，概括出的内容要涵盖整体，

避免过窄或过宽的错误。

3．考虑信息级别。文本的信息是有级别的。依据解题的要求，可

知有的信息是有效信息，有的是无效信息。概括要点就要根据题目要求

将有用的信息概括出来。

4．用语概括、规范。压缩语段时，用语应该概括而规范。如下定

义就要符合下定义的一般格式，将概念的本质属性概括出来。



二、压缩语段的基本步骤

1．审清题干要求

(1)审清题型，明确压缩方法。压缩语段题题型较多，审题时先要审

清属于哪类题型，再确定压缩方法。语段概括题用整合法，新闻题用新

闻要素筛选法，下定义题用下定义法，提取关键词题用两次提取法。

(2)审清字数要求。这一点特别重要。一般而言，字数较少，压缩的

是核心信息；字数较多，压缩的是一级、二级等信息。

(3)特别注意“提取”与“概括”的区别。“提取”意味着要用原词

语答题；在类似下定义题中，还要注意“下定义”与“请以该概念为开

头”的不同答题规范。



2．明确答题方法

(1)探寻中心法

每个语段都有个中心，并常常用一些提纲挈领的语句来点明它，突

出它。这些语句一般是指示语、概括语、情态语、主旨句、议论句、过

渡句等。抓住了这些关键句，就能把握住语段的中心，压缩时就能迅速

地筛选出重要的有效信息。



(2)分层摘要法

首先给段落划分层次，概括段意，然后辨清主次，把文段中每个句

子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摘出来，最后按照题干要求进行连缀、组合。有的

压缩对象的主要内容比较概括、集中，甚至以中心句的形式出现。如果

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把其中概括性的句子或词语摘出来，根据要求进行

整合即可。



(3)分类合并法

首先对筛选出的语段信息，分析其相关信息、相同信息、不同信息

各是什么，都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表达的，然后将相同的进行大合并，相

关的进行小合并，不同的并列到一起。这种归类处理的方法是首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

(4)替换重组法

有些压缩对象只是提供具体的内容，要求考生在读懂语段内容之后，

将材料所给的信息重新组合，用恰当的语句表达出来，或设法运用自己

的话来归纳语段所包含的道理，或根据语段所反映的现象，对语段作出

结论性意见或评价。



3．剔除次要信息

(1)背景信息

通常语意表述开始的大背景、大趋势仅仅是为了引出后面的问题，

这些信息都称为“背景铺垫”，并非阅读重点。常见句式有：“随着

……的变化 /发展 /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 /趋势 /形势 /情况下

……”等。



(2)举例信息

在陈述时，往往是通过摆事实、举例子来证明之前或之后出现的观

点。常用“比如”“例如”“以……为例”等引导的例子来判断上下文

中的主题句。此外，很多文段中出现的一些数据、年份、人名、地名、

术语等，也都属于事例的一种变体，对于这类表述可以快速浏览。



(3)引述信息

在一些材料中，作者常常借助材料来引出或对比自己的观点、态度。

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引述，即所引观点与作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用来支持或加强作者的观点，一般会出现“正如”一类的词，引述之后，

常用“因此”“所以”“可见”“总之”等引出作者的观点；一类是反

向引述，只是立一个“靶子”，常先用“传统认为”“有一种观点认为

”“大多数人认为”等，然后再用表示转折的引导词，如“但是”“其

实”“实际上”“事实上”等引出作者的观点或态度。



三、压缩语段的考查题型

压缩语段的考查题型是主观题，题型较固定，如说明性语段侧重考

查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事理，议论性语段侧重考查论点和论据，新闻侧

重考查新闻标题等内容。考题的语言材料多取自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

突出地域特色和重大事件。下面就常见考查角度和题型谈一下压缩语段

的方法。



考向(一)　提取关键词

提取关键词，就是在给定的一段话中提取出能够概括这段话主要信

息的关键词，它有点像提取句子主干。

提取关键词的大致思路是：

(1)仔细研读原文提供的信息，弄清其内在关系，明确材料所陈述的

对象或议论的中心观点，然后尽可能简练地概括文段的主要内容。

(2)将相同或相近的信息进行归类总结，提取概括原文最主要的信息，

可用一句话将材料的内容概括出来。



(3)在概括出来的主要信息中做进一步的筛选，从中提炼出最能反映

材料内容的关键词。

(4)对所选关键词来一个回头看，看内容有无重复之处，看信息要点

全不全，如能大体表达出文段的主要内容即可敲定。

(5)将几个词语稍稍连缀，一般可以表述为一种主谓结构：谁或什么

怎么样了。



　　　提取所给材料的主要信息，在横线处写出四个关键词。

引力全称万有引力，指具有质量的物体之间加速靠近的趋势，简单

说就是物体之间相互吸引的作用力。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视野里，

引力等价于弯曲的时空。而引力波就是在弯曲的时空这个大背景下，当

发生有质量的物体加速运动导致的扰动时，由此产生的波动如波纹一样

向外传播的现象。

 典例1



一个世纪前，爱因斯坦预测了引力波的存在，但近百年来，科学家

们并未找到证明它存在的直接证据。华盛顿当地时间2016年2月11日，美

国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台(LIGO)实验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首次直接

观测到了由两颗恒星级黑洞13亿年前并合产生的引力波。这是科学史上

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引力波的发现对普通人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科学家们表示，一

个新的重大科学发现，总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预估的发展。18世纪描

述电磁波的麦克斯韦理论确认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但是现在不管是电视机还是移动电话，都与电磁现象有关。



【我的分析】　题干要求写出四个关键词，应在提取所给材料的主

要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1)概括材料每段的主要内容

____________(第一段，引出并解释引力波；第二段，美国首次直接

观测到引力波；第三段，引力波的发现对普通人的生活会产生影响。)

(2)确定说明对象，找出其他三个关键词

____________(材料的主要说明对象为“引力波”，从概括出的主要

内容中再寻找三个关键词语，使之与“引力波”组合成一个能够概述材

料主要内容的关键词组合，如：引力波/首次/发现/影响。)

【答案】示例:引力波  首次(或“美国”)　发现　影响(或“意义

”)



考向(二)　概括要点类

概括要点，就是从一段或几段话中概括出符合题目要求的要点或题

干所要求的相关内容。从设题选取的材料来看，主要是说明类和议论类。

概括要点包括两个具体步骤：

(1)速读语段材料，确定材料的文体。

(2)根据文体特点，选择恰当的方法压缩。



【微知点】　文体不同，概括要点的方法略有区别：

语段类型 信息要点 压缩方法

记叙语段

叙述的事件、主体、经过

(人物＋事件＋时间＋地点＋

原因＋结果)

舍偏取正法：舍去枝叶信息，

提取主干信息

说明语段 说明对象及其特征，说明目的
分层合并法：划分层次，提取

层次要点，然后将要点相加

议论语段

论述的话题、见解和主张，用

来论证的材料及理由，最后得

出的结论等

关键语句突破法：寻找中心句，

或者起概括作用的关键句



1．常规考查
　　　唐朝诗人为什么喜欢以汉喻唐？请结合文段的内容陈述理由。

要求使用包含并列关系的句子，表达简洁流畅，不超过50个字。

大汉与盛唐，都是中原帝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后人每念及此，没
有人不会心向往之。哪怕是文弱书生，想到大汉帝国征战四方，开疆扩
土勒石西域的历史，小心脏就会激动得扑通扑通跳。在唐朝的边塞诗里，
汉代英雄和边关的名字频频出现，构成了唐朝边塞诗浓浓的汉家滋味。
唐朝诗人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影射当时唐朝帝王的兵火无休。汉朝在
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国家强大的巅峰，同时也在汉武帝时期用光了西汉积
攒半个多世纪的元气。战争就意味着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生离死别。
他们用汉朝的战争悲剧，控诉唐朝皇帝因没有能力平息边疆的战火而给
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唐朝诗人还直接拿汉朝皇帝类比唐朝的帝王。“汉
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长恨歌》)，唐朝皇帝又能好到哪里去？

 典例2



【我的分析】　题干要求陈述唐朝诗人喜欢以汉喻唐的理由，且有

句式、字数等要求。

(1)分析“大汉与盛唐，都是中原帝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构成了

唐朝边塞诗浓浓的汉家滋味”

____________(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

(2)分析“唐朝诗人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用光了西汉积攒半个多

世纪的元气”

____________(可以影射唐王朝的穷兵黩武。)



(3)分析“战争就意味着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唐朝皇帝又能好到

哪里去？”

____________(可以指出唐朝皇帝的荒唐。)

【答案】　示例：唐朝诗人以汉喻唐，既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又

可以影射唐王朝的穷兵黩武，还可以指出唐朝皇帝的荒唐。



2．变式考查

　　　现代企业在招聘面试时，多会问“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

”“你曾经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等问题，而很少问“你有什么专业资

格证书”等问题。结合材料简要说明其原因。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于1973年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用于自

我认知的心理学模型——“冰山模型”，该模型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是冰山上露出海面的部分，包括知识和技能，是容易了解与测

量的，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容易通过培训来改变和发展的。

 典例3



其次是冰山中间的部分，为什么能力在冰山中间呢？因为它在海面

上半隐半浮，有些能力比较容易体现出来，比如沟通能力；有些能力是

隐性的，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拥有这个能力，比如领导力。能力的

习得相较于知识和技能更难，但一旦掌握可以迁移。

最后是完全隐藏在海面之下的部分，包括价值观、性格特质和动机，

是人内在的、难以测量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看作天赋，它们不太

容易通过外界的影响而得到改变，但却对人的行为与表现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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