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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考查内容一般为科技领域的新发现和新发明，以及人

类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大都是通过概念

、判断和推理传达出来，而考题的设计也基本上着眼于对它

们的理解和分析综合，命题人设计的“智力陷阱”，往往有

如下几种： 1、答非所问 此种类型主要出现在对文中概念的

理解上，如2004年高考全国ＩＩ卷第7题，题目为“根据文意

，下列对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原因，错

误的一项是”。题目要求很清楚，必须跟“第一”和“水文

”有关，而选项Ｄ只回答了“其艺术价值”，而非原因

。2004年高考江苏卷第7题的选项，Ｃ项和Ｄ项并非解答题干

涉及的“汽冰”这一概念，而是回答“形成汽冰的条件”。

2、强加因果来源：www.examda.com 此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

推断题型中，如2004年高考天津卷第10题的Ａ项“发展中国

家实现技术跨越的结果，将造成先进工业化国家使用高成本

的落后技术”，此句前句的“因”并不能合理推断出后句的

“果”，故此结论错误。 3、偷换概念 有些情况下，命题者

会故意地将某个概念换上另一种说法，用相同或相近的说法

来取代它，从而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如2004年高考全国卷

ＩＶ第10题Ｃ项，“清代以后，‘茶马古道’由于边茶贸易

‘的兴起而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该文第五段开头第一

句为“到了清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

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显然，



原文讲的是“茶马互市”，而选项Ｃ将其偷换成“茶马古道

”了。 4、信息赘余或散失 信息散失是指选项当中，命题者

对概念术语或某句话进行理解的时候，有意将某些信息或内

容部分散失，造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错觉。如2004年高

考湖北卷第7题“中国传统医药学为什么显得‘神秘’，下列

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中国传统医药学”文章在开篇就

指出来了是“由汉、藏、蒙等多个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共同组

成”，而Ｂ选项中“它长期以来以隐蔽的方式在寺庙中代代

相传”只是指“藏医”，显然，Ｂ选项人为地缩小了范围，

造成了信息的散失。又如2004年高考江苏卷第8题，“下列对

‘气冰’是一种危险的能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该题的Ｂ选项为“‘气冰’有利有弊，本身就像一柄‘双刃

剑’，从目前的情况看，‘气冰’的危害远大于功用”。但

我们据原文发现，“‘气冰’的危害远大于功用”完全是多

出来的信息，属于赘余信息，这种情况在科技文阅读中比较

多。 以上四种情况仅为科技文阅读常见病因，另外还有把未

然说成已然的，偶然说成必然的，以偏概全的，个别说成普

遍的，张冠李戴等等“智力陷阱”。 那么，我们如何复习备

考呢？ 1、锁定区域，定向答题 作为命题者来说，他们一般

按照段落的顺序来设题，而我们在答题时，也要按照顺序答

题。如第一题的答案往往在文章的开头出现，我们就可以划

出文章开头这个区域，仔细阅读，找到相关有用信息，对照

题目要求，去选择正确答案。 2、找关联词，画中心句 找关

联词特别注意转折、因果、假设等关联词，它们作为偏正结

构的复句，其中心意思应在后一分句。如2001年全国高考科

技文阅读试题第18题“以下不属于作者否定‘飞廉铜马’一



名时所用的证据一项是”，该题的Ｃ项为“两汉之间神话颇

多，汉代画像石中就有人骑神兽、神龙的景象”，对照原文

我们发现，这个句子是不完整的，它只不过是转折复句当中

的第一个分句，作者所讲的中心是该复句“但”后面的内容

，即“但神兽归神兽，马归马，在这些图案中各有其型”。

另外，阅读科技文，中心句不可小看，如2004年高考江苏卷

，该科技文每段开头可谓灵魂句，第1段开头讲的是什么是天

然气，解释了天然气的概念；第2段开头讲的是“形成‘气冰

’至少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的内容，第3、4段的开头讲

的是“气冰”运输和开采困难的事。抓住这些灵魂中心句，

就可以很好地为我们解题服务。 3、抓住题干，利用选项来

源：www.examda.com 认真阅读题干和选项，找出考查的信息

和设置题目的角度，如“不属于”“最准确”“推断正确”

等等角度。然后结合题干提供的信息，有重点地阅读全文，

划出与选项有关的信息，找到最佳的答案。如2004年高考全

国春季卷第7题，题干当中明确提示为“看得见的污染”，选

项当中与“看得见”有关的，均为不合题意的选项。另外

如2004年高考浙江卷第7题，题目要求为“对‘过敏反应’的

解释，最准确的一项为”，题干中考查的信息为对“过敏反

应”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概括，且有“最准确”一词，那么就

必须抓住一个‘最’字做文章，经过比较发现，Ａ项是对“

过敏反应”类型的举例，Ｂ项是以个别的例子代替一般，Ｄ

项侧重例举“过敏原”，而只有Ｃ项概括全面，可作为最佳

答案。 4、运用语法，利用主干来源：www.examda.com 阅读

科技文有时我们会碰到比较复杂的句子，那么我们可以利用

语法，划出句子主干，明确大体意思。这一方面使可以我们



理解复杂的单句，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帮助我们解题。2004

年高考北京卷第15题，“下列对‘朊毒体’的理解，符合文

意的一项”，该题有四个选项，通过划主干，Ａ项为“朊毒

体是病毒”，Ｂ项为“朊毒体是蛋白质”，Ｃ项也为“朊毒

体是蛋白质”，Ｄ项为“朊毒体是细胞”，根据该文1、2、3

段可知，朊毒体不是病毒也不是细胞，而是蛋白质，因而可

以排除Ａ、Ｄ两项，对于Ｂ、Ｃ两项，可以看中心词“蛋白

质”前面的定语，比较“蛋白质”前面的定语，再对照第3段

第2句话，发现只有Ｂ项为最佳答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