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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整合分析考点解读

高考卷现代文阅读工高考卷现代文阅读工第第11题题选择题题干关键词均为对选择题题干关键词均为对
材料相关内容的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理解和分析”” ,,选项内容是对相关选项内容是对相关
材料基本信息的加工、转换表述材料基本信息的加工、转换表述 ,,这需要在准确解读这需要在准确解读
全部阅读材料全部阅读材料 ,,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筛选整合文中信息 ,,并对材料准确理解、并对材料准确理解、
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 ,,把握材料的内涵和外延把握材料的内涵和外延 ,,推出恰推出恰
当答案。当答案。这类选择题和主观题都是考查信息整合、这类选择题和主观题都是考查信息整合、
分析的关键能力分析的关键能力。。



理解和分析文本内容的考点

    1.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按照考题要求，从文中找出符合要求的信息，即把符合考题要求的字、词、句等

语言材料筛选出来并加以整合。

   
    

2.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作

者对其所论述的具体事物或谈论的某个问题的主观倾向。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有的是直接表述，有的则是间接表述；有的是集中表述，有的则是分散表述。阅读

时,应能加以分析概括，分辨出作者的观点态度究竟是批评,还是支持，抑或是有一定

的保留。



二、知识储备：构建全局视角 

首先整体首先整体浏览文本浏览文本，，把握中心话题把握中心话题;;

其次其次圈画关键词句圈画关键词句，，概括材料大意概括材料大意;;

最后依据中心话题，最后依据中心话题，整理出阐释中心话题的角度。整理出阐释中心话题的角度。

        力求读懂文本，关注论述类文本的力求读懂文本，关注论述类文本的核心概念、关键语句、核心概念、关键语句、
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或，或实用类文本的事实报道实用类文本的事实报道或或科普知科普知
识识，其中材料的，其中材料的标题和出处标题和出处有助于把握文本的中心话题甚至有助于把握文本的中心话题甚至
是作者的立场态度。是作者的立场态度。



二、知识储备：明确选项命制的设误类型（部分）
常见设误类型与辨析方法

设误类型 错点设置 辨析方法

偷换概念 命题人在使用或解释某概念时，故意换成另一个概念。 关注选项在内涵、外延上同原文是否相符，有无遗漏或偷换。

无中生有 选项内容在原文中根本找不到依据，或原文中并无此信息。
逐句比对，辨明原文有无此说法，或者原文中有误此说法的充分

依据。

张冠李戴
选项把甲的观点、发现、成就等说成是乙的观点、发现、成就

等。

注意原文该信息的位置，梳理该信息所涉及的人、事、物、理的

对应关系。

以偏概全 用部分代整体，用个别代一般，用特殊代普遍。
字斟句酌，揣摩修饰、限制词语，关注原文的陈述对象和范围用

词。

混淆时态
命题人把原文中尚未确定或还未实现的设想或推测说成是既成

事实。主要包括已然与未然、或然与必然。

注意比对表时态类词语与表揣测类副词，如:已经、曾经、过去

，现在、目前，将要、尚未之前、之后;可能、也许、大概等。

因果混乱 选项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果颠倒，而是强加因果。 明辨原文阐述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观点，不可似是而非。

混淆是非
选项将文中的肯定性观点予以否定，或将文中的否定性观点予

以肯定。
明辨原文阐述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观点，不可似是而非。

曲解文意
选项遗漏原文的关键词语或更改部分观点，或利用多义词误导

，或断章取义，从而背离原文意思，歪曲作者的观点。

认真研读原文，正确解读文意，特别注意揣摩概念与概念、事物

与事物、事理与事理的关系



三、解题方法技巧：
锁定关键词、关键句：锁定关键词、关键句：在阅读时，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够代表作者观点或在阅读时，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够代表作者观点或

主题的词汇和句子。主题的词汇和句子。

回归原文定位：回归原文定位：对于每个选项，都要回到原文去寻找支持或反驳的证据。对于每个选项，都要回到原文去寻找支持或反驳的证据。

进行信息比对进行信息比对：：比较选项中的信息和原文中的信息，看是否有出入。比较选项中的信息和原文中的信息，看是否有出入。

注意转述方式：注意转述方式：选项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转述原文的意思，如概括选项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转述原文的意思，如概括

式、具体式或同义变式转述式、具体式或同义变式转述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在比对选项时，要注意是否存在偷换概念、无中生有、强
加因果等常见设题手段。

 对于那些看似与原文信息一致的选项，也要仔细审查是否
有细节上的差异。

 有时候，正确答案可能并不是原文的直接表述，而是对原
文意思的合理推断。



四、命题陷阱解密及真题演练
•• 1.1.变动范围。变动范围。

•• 主要指主要指空间错位空间错位，即，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使考生做出，从而使考生做出

错误的判断。要解决这类问题，阅读文本时，错误的判断。要解决这类问题，阅读文本时，要特别注意关键名词、动词前面的修饰限制词要特别注意关键名词、动词前面的修饰限制词，例如，例如““一些一些”“”“几乎几乎

”“”“除除…………之外之外”“”“到到.….…为止为止”“”“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全都全都””等，阅读时见到这些词，可以用横线画出来或者做特殊标志，等，阅读时见到这些词，可以用横线画出来或者做特殊标志，

以便答题时对这类错误做出快速判断。如以便答题时对这类错误做出快速判断。如::

【例】【例】

选项选项::““明代明代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但青花瓷的风格表明当时社会比较开放和进步。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但青花瓷的风格表明当时社会比较开放和进步。””

原文原文::““明初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

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

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

【解析】【解析】原文的表述是原文的表述是““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而选项却扩大为，而选项却扩大为““明代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明代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属，属扩大扩大

范围。范围。



1.变动范围

    例例1.(20211.(2021年新高考年新高考ⅡⅡ卷卷T1-B)T1-B)

  

选项B:网络上充塞的垃圾信息消耗了人们的认知盈余，导致线上工作效率不如线下。

   原句: 

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

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

  比对结果: (x)

  选项理由: 以偏概全以偏概全//范围不清范围不清。原文没有对线上线下的工作效率进行比较。

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
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



1.变动范围

•• 【例【例22】】

•• 选项选项:“:“时尚兴盛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可见青花瓷兴盛的成化年间社会变化很快。时尚兴盛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可见青花瓷兴盛的成化年间社会变化很快。

•• 原文原文::““一般来说，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

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

步。步。

•• 【解析】【解析】由由““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可见，它还有特殊情况存在，并非绝对。而选项中没有了可见，它还有特殊情况存在，并非绝对。而选项中没有了""一般一般

来说来说””这一限制，前提这一限制，前提内涵范围被放大内涵范围被放大，以此为依据推出的结论不一定符合事实，以此为依据推出的结论不一定符合事实。

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
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



1.变动范围

  例例3.(2023·3.(2023·新高考全国新高考全国ⅡⅡ卷卷T1-A)T1-A)

  选项: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社会调查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并特别提到要深人了  

解农民，二者有相同的出发点和针对性。

  原句: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

  比对结果:(x)

   

选项理由:都谈到社会调查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并特别提到要深人了解农民,二者有

相同的出发点和针对性”错误。只有材料一谈到只有材料一谈到““社会调查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社会调查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且两则材料都没有且两则材料都没有 特别提到要深人了解农民特别提到要深人了解农民””也没有相同的针对性。也没有相同的针对性。

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
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



1.变动范围

  例4.

  选项:艺术品总能上升到“终极关怀”的高度来加以理解。

  原句:一部优秀的艺术品，哪怕是写平平常常的事物，也总能上升到“终极关怀”的高 

度加以理解。

  比对结果:(x)

   选项理由:原文是指“一部优秀的艺术品   VS   选项中无“优秀的”限制，— 范围扩大范围扩大。

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主要指空间错位，即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或者以全局代替局部，以一般代替个别，从而
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使考生做出错误的判断。



•• 2.2.混淆时间混淆时间

•• 命题人故意把文本中尚命题人故意把文本中尚未确定的时间说得很确定未确定的时间说得很确定，还故意将，还故意将未实现的事情说成既成事实未实现的事情说成既成事实，故意，故意将处于某一阶段的事将处于某一阶段的事

实说成是另一阶段的实说成是另一阶段的。在阅读原文时，考生应把。在阅读原文时，考生应把““可能可能”“”“大概大概”“”“也许也许”“”“将来将来”“”“一定会一定会””等修饰限制性词语等修饰限制性词语

作为关注重点以备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准确把握，否则就作为关注重点以备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准确把握，否则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混淆。会造成时间上的混淆。

•• 【例】【例】

•• 选项选项::““温室气体使全球变暖，温室气体使全球变暖，并由此造成地球两极冰川融化的现象并由此造成地球两极冰川融化的现象，从地球的立场出发，这实际上属于大自然的，从地球的立场出发，这实际上属于大自然的''正正

常运作常运作’’。。

•• 原文原文::““大多数环境学论著认为，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而全球变暖大多数环境学论著认为，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而全球变暖将使将使地球两极地球两极

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进而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但是，荷兰学者克罗宁博格所著的《人类尺度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进而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但是，荷兰学者克罗宁博格所著的《人类尺度::一万年后的一万年后的

地球》一书中的观点，似乎可以让人稍稍缓解一下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紧张感。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地球》一书中的观点，似乎可以让人稍稍缓解一下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紧张感。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当下发生的所有当下发生的所有

气候变化，从地球的立场出发，都是正常运作气候变化，从地球的立场出发，都是正常运作’’。。

•• 【解析】【解析】通过比对通过比对，选项中的，选项中的““并由此造成地球两极冰川融化的现象并由此造成地球两极冰川融化的现象””属于属于已然已然的事实，而原文是的事实，而原文是““全球变暖将使全球变暖将使

地球两极的冰川融化地球两极的冰川融化””，属于，属于未然未然现象，这里混淆了时态。现象，这里混淆了时态。



• 3.3.张冠李戴。张冠李戴。

•• 命题人在题目的命题人在题目的选项表述中解释概念或转述文意时选项表述中解释概念或转述文意时，，故意弄错对象故意弄错对象，把张三的行为说成是李四的行为，以此来误，把张三的行为说成是李四的行为，以此来误

导考生。考生阅读原文时，要关注事物的对象并将其标出。答题时，应注意看选项中导考生。考生阅读原文时，要关注事物的对象并将其标出。答题时，应注意看选项中是否存在信息错误对接的现是否存在信息错误对接的现

象，尤其看选项的主语、谓语与原文是否一致象，尤其看选项的主语、谓语与原文是否一致。。

•• 【例】【例】

•• 选项选项::“1917“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证明了《史记《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真实性。。

•• 原文原文::“1917“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证明《史记《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

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是基本可靠的。。

•• 【解析】【解析】原文是印证了原文是印证了““殷王世系殷王世系”“”“是基本可靠的是基本可靠的””，而不是选项中说的，而不是选项中说的““证明了《史记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殷本纪》所载内容

的真实性的真实性””。选项张冠李戴，转换了陈述对象。。选项张冠李戴，转换了陈述对象。



3、张冠李戴

  例例1.(20151.(2015天津天津卷卷T6-B)T6-B)

  

选项B:“自然世界”是“社会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础，因此，自然规律在“社会世界”形成中

发挥的作用与它在“自然世界”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相同。

  

原句:社会价值规范社会价值规范在在““社会世界社会世界””的形成中发挥了自然规律在的形成中发挥了自然规律在““自然世界自然世界””的形成中所发的形成中所发

挥的同样的作用。挥的同样的作用。

    比对结果:(x)

   选项分析：张冠李戴。张冠李戴。   

根据原文中“社会价值规范在‘社会世界’……发挥的同样的作用”一句可知，在“社会世

界”的形成中发挥同样作用的是“社会价值规范”，并非“自然规律”。选项犯了张冠李戴

的错误。

命题人在题目的选项表述中解释概念或转述文意时，故意弄错对象，把张三的行为说命题人在题目的选项表述中解释概念或转述文意时，故意弄错对象，把张三的行为说
成是李四的行为，以此来误导考生。成是李四的行为，以此来误导考生。



3、张冠李戴

    例例2.((2023·2.((2023·新高考全国新高考全国11卷卷T1-C)T1-C)

  

选项C:藜麦的大面积种植，不仅让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

改变了当地人对藜麦带有歧视的看法。

   原句: 

她还解释了另一个好处。之前，秘鲁城里人往往认为他们这片区域吃藜麦的人“很土”。

现在,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食用蔡麦被视作一种时尚食用蔡麦被视作一种时尚。“利马人终于开始尊重我

们这些高原人和我们的传统了。”

  比对结果: (x)

  选项理由: 

“藜麦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当地人对藜麦带有歧视的看法”错误。根据原文之前,秘

鲁城里人往往认为他们这片区域吃藜麦的人“很土”。现在,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

食用藜麦被视作一种时尚”可知应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重视改变了当地人对黎麦带有

歧视的看法



• 4.4.弄错条件。弄错条件。

•• 这类命题陷阱将关注点瞄准逻辑问题，设题方式有两种这类命题陷阱将关注点瞄准逻辑问题，设题方式有两种::一是设置的条件不充分一是设置的条件不充分;;二是将必要条件设二是将必要条件设

置成充分条件或者相反。置成充分条件或者相反。考生在选项中见到诸如考生在选项中见到诸如““只要只要……就就.…”“.…”“只有只有.…….……才才……”……”等条件性关等条件性关

联词联词语的时候，要仔细辨析，尤其要从逻辑事理上判断是否与文本中的意思相符。语的时候，要仔细辨析，尤其要从逻辑事理上判断是否与文本中的意思相符。

•• 【例】【例】

•• 选项选项:“:“只有只有利用生物遗传变异特点，改造生物基因，利用生物遗传变异特点，改造生物基因，才能才能为人类创造出适宜的生存环境。为人类创造出适宜的生存环境。””

•• 原文原文:“:“生物多样性与其物理环境相结合而共同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是社生物多样性与其物理环境相结合而共同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美化和稳定生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美化和稳定生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解析】【解析】选项错误地把选项错误地把““利用生物遗传变异特点，改造生物基因利用生物遗传变异特点，改造生物基因””作为作为““为人类创造出适宜的生为人类创造出适宜的生

存环境存环境””的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4、弄错条件
    例例1.((2023·1.((2023·新高考全国卷新高考全国卷T1-D)T1-D)

  

选项D:材料二认为,社会研究者只有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关心被调查者，才不会“逢着”

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

   原句: 

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

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比对结果: (x)

  选项理由: 

“只有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关心被调查者，才不会……'撒谎’”错误,根据材料二倒数第二

段中的“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

害”可知,这里是将社会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进行类比,“只有…

…才不会……”的表述错误。



4、弄错条件

    例例2.(20192.(2019年全国年全国ⅠⅠ卷卷T1-A)T1-A)

   选项A:作家树立了与时代积极互动的理念，在创作实践中就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原句: 

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

 比对结果: (x)

  选项理由: 

强加条件关系强加条件关系，根据原文“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

生机”可知，“作家树立了与时代积极互动的理念”与“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不构成充分不构成充分

条件关系条件关系



• 5.5.搅乱因果搅乱因果
••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果颠倒一是因果颠倒，，就是把就是把““因因””错断为错断为““果果””，或者将，或者将““果果””错断为错断为““因因””，颠倒两者的关系，颠倒两者的关系;;

                                                                        二是强加因果二是强加因果，，就是设题时用上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把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说成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设题时用上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把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说成是有因果关系的。在在

遇到涉及有因果关系的选项时，考生要在原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仔细分析有无因果关系，或者是否因果倒置。遇到涉及有因果关系的选项时，考生要在原文中找出相关的语句，仔细分析有无因果关系，或者是否因果倒置。

•• 【例】【例】

•• 选项选项::““中外文明交融推动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从而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多元转型。中外文明交融推动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从而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多元转型。

•• 原文原文:“:“正是中外正是中外文明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

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

•• 证。证。””

•• 【解析】【解析】选项中选项中““从而从而””一词强加因果。从原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可知，一词强加因果。从原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可知，青花瓷青花瓷““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只是，只是

““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而不是而不是““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多元转型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向多元转型””的因素。的因素。



    例例3.(20203.(2020年全国年全国ⅠⅠ卷卷T1-B)T1-B)

  

选项B: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决定了“孝”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家庭伦理。

   原句: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

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

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  

  选项理由: 

强加因果。由原文可知，““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是中国古代宗法制（是中国古代宗法制（

宗法性的农耕社会）的特点，宗法性的农耕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宗法制是“‘孝’有这样大的意义”的原因。    

     

但这并不能得出“‘孝’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家庭伦理”的结论。故选项强加了因果关系。强加了因果关系。

且原文中只说“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并没有说“‘孝’是中国

古代社会特有的家庭伦理”

5.搅乱因果——强加因果强加因果



• 6.遗漏信息。
•• 命题人根据文本内容设置选项时，命题人根据文本内容设置选项时，在保留原文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看似不经意地漏掉原文中的某个词语，而在保留原文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看似不经意地漏掉原文中的某个词语，而

这个词语的遗漏，使选项改变了文本的原意，这个词语的遗漏，使选项改变了文本的原意，这类陷阱称得上是这类陷阱称得上是““暗藏杀机暗藏杀机””，考生极容易忽视，因此遗漏，考生极容易忽视，因此遗漏

信息是最常见的错项设计方式。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比对，把握准确信息是解题的关键所在。信息是最常见的错项设计方式。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比对，把握准确信息是解题的关键所在。

•• 【例】【例】

•• 选项选项:“:“艺术活动中艺术活动中决不可无决不可无''我我’’，所以艺术只是作者的自我表现。，所以艺术只是作者的自我表现。

•• 原文原文::““艺术活动，不管是创作也好，欣赏也好，总离不开一个艺术活动，不管是创作也好，欣赏也好，总离不开一个''我我’”’”，第，第②②段又说，段又说，““当然，离不开当然，离不开''我我

’’，，并不是只有并不是只有''我我’’。。

•• 【解析【解析】】通过比较就会发现，选项中遗漏了原文中通过比较就会发现，选项中遗漏了原文中““并不是只有并不是只有''我我’”’”这一信息，使得选项与原文意思不这一信息，使得选项与原文意思不

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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