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下册期末考试复习

信息类文本阅读



一、论述类文本



有所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阅读方法

1.不懂笔墨不读书，“三位一体阅读”法；

2.注意文章出处的标题；

3.使用快速阅读法，跳读，略读，摘读，比对细读；

4.有些知识点如下定义题依然不清楚的，应及时学会弄懂；

5.有的文章难读，但题目也许很简单，不轻易放弃或马虎过去；

6.平时多啃硬骨头，硬着头皮、连爬带滚坚持阅读完，考试时的阅读才能自
然而然地如嚼生菜；

7.一个重要原则答案来自原文，但要有归纳、提炼、转换、整合意识

......





类型 文中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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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概括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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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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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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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或许、已经、将来、正在、目前、
如果、必然、预计等表判断的词语)；
(4)代词(这，那，它，其，如此等)；
(5)文章重点阐述的概念、术语、人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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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转折(但是、反而、其实、实际上)；
(3)并列或递进(也、又、不再是……而是、
不仅……还)；
(4)分类分层(首先……其次……)；
(5)举例子(例如、如、人名)；
(6)解说性的词语：“换句话说”“也就是

说”“所谓”“即”“说得正确些”表明
前后意思相同

反复强化的词
这类词往往是文章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或中
心意思











论证方法论证方法 
      



论证方法
常见的论证方法如下，要准确判断与区分。

1.举例论证：运用具体事例，列举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实例论证观点。

2.道理论证：运用讲道理的方法，用经典著作中的精辟见解、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及被人
们公认的科学原理、定理、公式等来证明观点。

3.对比论证：从事物的相反或相异的属性的比较中来揭示需要论证的论点。

4.类比论证：是从已知的事物中推出同类事物事例的方法，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方法。

5.比喻论证：用人们熟知的事物来作比喻阐释道理或说明事理、论证观点的方法。

6.因果论证：根据原因推出结果,或根据结果推断原因，让人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

7.假设论证：就是针对着上面所举的事，从反面进行假设，进而推论论据的真实性、可
靠性，从而有力地论证中心论点。



论证思路论证思路

论证结构论证结构

行文脉络行文脉络  



题目样式     

      标准样式：



结构

思路

文章的结构反映了文章的思路，文章的思路靠文章的

结构表现出来。
脉络

文章结构



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是:

引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

    三者之间，根据观点和材料的

性质或角度，可分为:

1、总分式结构(总一分、总一分一总、分一总)

2、破立式结构(先破后立、先立后破、边破边立、

破中有立)。

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本论(分析问题)部分常见的论证结构有:

(1)并列式 几个分论点之间关系同等,可在时间、空间、原因、结果等

方面并列。

(2)层进式 就是后面的论证是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的，各层次的前

后顺序有严格的要求,不能随意变动。层进式的方式大体包括由此及彼

和由浅入深两种。

(3)对照式 在阐述和论证论点时，在本论部分选用论据进行对照比较。



     首先通读全文，看文章主要谈的是什么问题，把握
作者的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和情感态度。

     然后，细读每个段落，用一两句话概括出段落大意，

把各段的段意连起来就显示出文章的脉络了。

把握文章思路的方法

     最后，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关系，划分文章层次。 



1、提分解式：
提出问题（论点、论题）、分析问题（展开论证）、解决问题（得出结论）

     2、驳论式：提出错误观点、批驳错误观点、提出正确观点。

把握文章行文脉络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77033201121006111

https://d.book118.com/6770332011210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