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类文本阅读

信息(观点)推断



推断，就是由已知的判断(前提)合乎逻辑地推

出一个新的判断(结论)。信息(观点)推断题的选项

内容是命题者依据文本中的某个内容，对事物的性

质、发展趋势等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其“前提”在

原文之中，“结论”往往在原文之外。这类题目不

能通过直接比对选项与原文的语言表述或单凭局部

一处信息就做出判断，它不是简单的信息筛选、整

合，还需要分析和推断。判断选项推断的合理性，

成为解答这类题的关键。



信息(观点)推断题“三看”

信息(观点)推断题的每个选项，大致由前

提、结论及联结两者的关联词语组成，要判

断选项正误，就要做到“三看”——看推断

前提是否有据，看推断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看推断结论是否合理。



1.看推断前提是否有据

看选项的前提时应注意：

一是前提是否混淆范围，如原文内容是涉及局

部的，而选项则涉及整体。

二是前提是否混淆时态，如原文中事情还未发

生，而选项中则表述为已经发生。这就需要仔细比

对选项中的前提与原文的信息是否一致。



2.看推断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信息(观点)推断题的选项常以因果、假设、条件、

目的等复句形式呈现，分析推断的过程是否符合 逻辑，

主要是分析选项中的因果推断、假设推断、条件推断、

目的推断等逻辑关系是否成立。



3.看推断结论是否合理

推断的结论是根据文中已有信息，通过以此推彼、

以已知推未知、以现在推未来、以整体推局部、以抽

象推具体以及因果互推等方式形成的新信息。分析推

断结论是否合理，一看结论是否过于绝对；二看结论

与原文是否相悖；三看“启示”“将会”“应该”等词的后

面对未知事物发展趋势的预测是否合乎社会常理。



考点三 分

析论点、

论据与论

证







考向一 分析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论证关系

分析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论证关系，主要是判断

论据能否证明论点。在新高考试题中，这一内容多

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查，题目涉及的论点在文内，而

四个选项提供的论据大多来自文外，侧重考查知识

的迁移运用能力。



“两步骤”分析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论证关系

第一步 

阅读原文，把握

观点

第二步 

理解内涵，做出

判断

根据题干指向的文本材料，

通读原文，准确把握文本

的观点。

抓住每个选项内容的关键

信息点，准确理解其内涵，

辨析选项内容能否证明文

本观点，并做出判断。



考向二 分析论证(行文)思路

对于文章论证(行文)思路的考查，会根据文章

本身的特点，有不同的问法，如问文章的行文脉络

(思路)、论证思路、论证结构等。答题时要注意这

几种问法的区别：



行文脉络(思路)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概念，

任何一篇文章都有行文脉络(思路)，行文脉络

(思路)即作者的写作思路。



论证思路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概念，一般

是指为阐述自己的观点，按照一定条理加以解

释和证明的过程，在解释和证明的过程中往往

会涉及论证方法。



论证结构指论述性文本的基本结构，分析

论证结构着眼于文章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组

合方式、结构特征。



（一）把握论证(行文)思路的四种路径

依据文体：议论文体，可从总体上根据引论、

本论、结论来理清论证（行文）思路，按常见的论

证结构如并列式、对照式、总分式、递进式等作切

分。



概括层意：从文章各段内容入手，概括每一段

的大意。在此基础上，分析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列、递进、因果、总分等关系），划分出层次，

概括层意：同一关系取其“一”，并列关系取其“

和”，总分关系取其“总”，偏正关系取其“主

”。概括各层大意后便可以把握文章的思路了。



分析论点、论据：论述性文本中论点是灵魂，

起统率作用，要理清论证（行文）思路，可以分析

其论点与论据、论据之间的关系和顺序，从而把握

文章的思路。常见的逻辑顺序有：由特殊到一般，

由简到繁，由主到次，由现象到本质，由总到分，

等等。



借助关键词句：即借助文中提示思路或层

次的词语和句子梳理出论证（行文）思路。





关

键

词

各类
提示
词

关系
词/关
联词

总结词：总而言之、由此观之、综上所述、
一言以蔽之等

顺序词：首先、其次、再次、最后等

指代词：这、那、他/它、上述等

解说词：比如、也就是说等

并列关系：和、以及、此外；一方面……另
一方面……；等等
因果关系：究其原因/根源/缘由；之所以

……是因为……；何以；所以/导致；等等

条件关系：基础、前提、必备条件；只有
……才……； 等等

转折关系：但是、然而、不过、其实、与
之相反等
递进关系：不仅如此、而且、甚至、更进
一步讲等



关

键

句

每一段的首尾句（首尾往往是该段的
论点）

例子的前后句（文中举例论证或道理

论证的前后句往往是总结性的句子）

揭示脉络层次的过渡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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