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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比对法在中职语文论述类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浅析比对法在中职语文论述类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人文素养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异常重要，而语文

正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主阵地，语文中的阅读

活动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纵览多家

文章，对普高语文阅读教学策略和方法的研究甚多，殊

乏中职阅读教学研究。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学

习教学大纲，认真专研教材，全力抓好教学课堂，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对中职语文论述类阅读文章复习

教学提出几点建议。

一、中职语文论述类阅读文章考试现状

在中职对口升学考试中，语文论述类阅读文章属于

客观题，3 个小题共 9 分。从设题内容上看，涉及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自然科学主要介绍某种科学知

识，社会科学主要评价某种现象或阐释某种观点。

二、中职语文论述类阅读文章解题策略

（一）、认识三种设题模式

1. 对重要词语或句子的理解。

设题模式：“下列关于……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

思的一项是”。如：四川中职2017对口升学考试第6题“下

列各项中 ,对‘现代学徒制’内涵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该题即考查对重要词语“现代学徒制”的理解。

2. 对文章信息的筛选和概括。

设题模式：“下列理解，……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如：四川中职 2017 对口升学考试第 7题“下列有关我国

建构现代学徒制的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该题即考查对有关“我国建构现代学徒制”信息筛选和

概括。

3. 对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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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题模式：“依据原文，下列推断，……的一项是”。

如：四川中职 2015 对口升学考试第 8题“依据原文，下

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该题即考查对作者的观点和

关键词：

摘   要：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 ，高中语文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主阵地，因此语文中的阅读活动范围十分广泛，阅读题材形式多样，阅读内容

丰富多彩，阅读方法各不一样；因地制宜开展各种阅读活动，有利于学生更好的了解和认识世界，培养学生的发展思维，让学生

在学习中学到知识，感到学习语文的快乐。全国上下从教师到专家，对阅读教学的研究讨论的文章论著等很多。但纵览多家文章，

他们对普高语文阅读教学策略和方法研究甚多，殊乏中职阅读教学研究。本文仅从中职语文论述类阅读文章复习教学方面，提出

几点拙见。

中职语文；阅读文章；复习教学策略

态度的理解。

（二）比对法的运用策略

对于解中职对口升学考试论述类阅读文章题，比对

法非常有效。比对法即对照阅读文本，将题干和选项与

文本比较，看是否符合文本意思。在实际解题中，可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1. 范围不清，指选项对原文论述内容的范围随意加

以扩大或缩小。

设错方式

扩大范围和缩小范围。如:以部分代替整体(或相反),

以个别代替一般 (或相反 ), 以特殊代替普遍 (或相

反 )。

故意增删、改动文中表示范围、程度、频率等的修饰

与限制成分。

识别方法

关注重要词语前边的修饰与限制词 ,常见的有表数量

多少的词 (少数、部分、几个、大多数等 )、表范围

大小的词(凡、全部、所有等)、表程度轻重的词(特别、

尤其、十分、稍微等)、表频率高低的词(通常、总是、

有时、偶尔等)、表多项并举的词(和、同、以及、另外、

还有等 )。

典

型

例

题

试题

选项

(四川中职 2017 第 7 题 C 项 ) 必须重点发展技术应用

型本科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原文

信息

现代学徒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培养序列，它包

括三个层次，即中等职业教育、专科高职教育和技术

应用型本科教育。

比对

分析

原文学校培养系列“包括三个层次，即中等职业教育、

专科高职教育和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而 C项却将

其表述成了“重点发展技术应用型本科”，犯了将“部

分”表述为“整体”的错误。

2. 混淆时态，就是命题者在事物、现象出现的时间

和结果上设置干扰 , 通常表现为故意把先期说成后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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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已然说成未然 ,把或然说成必然。

设错方式

“已然”是已经发生的情况 ,“或然”是可能发生的

情况 ,“未然”是还未出现的情况。命题者设置干扰

项时 ,有时会故意把尚未确定或还未实现的设想、推

论说成既成事实。

识别方法
关注关键词。如:已经、预计、尚未、之前、必将、一定、

估计等。

典

型

例

题

试题

选项

（四川中职 2015 第 7 题 A 项 ) 3D 打印这种新型数字

制造技术，形成一种新的高智能数字制造装备产业。

原文

信息

以 3D 打印为例，这种新型数字制造技术，可能会导致

一种新的高智能数字制造装备产业的形成。

比对

分析

原文“以 3D 打印为例，这种新型数字制造技术，可能

会导致一种新的高智能数字制造装备产业的形成”，

说的是可能，A项犯了混淆时态超前肯定的错误。

3. 答非所问，是指题干问了一个问题 , 而选项回答

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设错方式

常见的题干问法有“下列不属于……的原因的一项

是”“下列不能说明 (没有体现 )……的一项是”等。

故意增删、改动文中表示范围、程度、频率等的修饰

与限制成分。

识别方法
要注意审明题干要求 ,看清题干问的是什么问题 ,选

项回答的是什么问题。

典

型

例

题

试题

选项

（四川中职 2015 第 7 题 D 项 ) 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

我们尚未找到。

原文

信息

过去，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地球现在正处在一个

全球变暖的时期，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应该说，地球正处在一个全球变暖与全球变暗叠加的

时期——遏制全球变暗，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变暖，

结果可能比想象的更加糟糕。

比对

分析

原文介绍的是全球变暗和变暖的情况。题干要求筛选

“变暖与变暗叠加的两难境地”的基本事实，而 D项

却从“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我们尚未找到”入手分析，

这就犯了答非所问的错误。

4. 无中生有，是指在解说原文或转述文意时 , 增添

了原文中没有的信息 , 也就是选项中所说的内容在原文

中未涉及 ,也不能从原文中推断出来

设错方式
选项中的内容在原文中找不到根据 ;原文并无此意 ,

凭空捏造。

识别方法
在做题时仔细检查所给选项的内容能否在原文中找到

依据 ,或者能否根据原文合理推断出来。

典

型

例

题

试题

选项
（四川中职 2016 第 6 题 A 选项）要经过漫长的仿造。

原文

信息

回顾世界历史，德国进入工业化后，曾有过向英、法

学习，仿造对方产品的经历。。

比对

分析

根据原文，德国曾有过向英法学习的经历，未提经历

的长短，所以 A项“要经过漫长的仿造 ”的说法就犯

了无中生有的错误。

5. 曲解文意，是指选项中的观点与原文不一致 , 错

项故意更换个别关键字词或说法 , 造成一字、一词之差

或说法相异 ,从而背离原文意思 ,歪曲作者观点。

设错方式
命题人不结合文段的前后语境 ,对某些词句的意思或

某些说法故意加以曲解 ,从而导致错误分析和概括。

识别方法

整体上把握材料 ,把题目中所提供的选项 ,如对词语

的解释、对语段的理解等 ,还原到材料的对应之处。

将选项与原文仔细对照 ,逐项检查 ,看选项的表述是

否与原文一致 ,就不难得出答案。

典

型

例

题

试题

选项

（四川中职 2016 第 6 题 D 项 ) 根据我国制造业现状

和消费市场需求，我们要回归产品本身，弘扬工匠精神，

而且提供个性化的、价格高的产品和服务。

原文

信息

“工匠”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化定制。未来应根据实

际需求的多样性，提供差异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进而确保有效供给。

比对

分析

根据原文，我们要 “提供差异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

务”，而 D项却将其歪曲为“价格高的产品和服务”，

这就犯了歪曲事实的错误。

6. 张冠李戴，就是将原文中甲的观点说成乙的观

点 , 或者将甲的属性说成乙的属性 , 偷梁换柱 , 混淆对

象。

设错方式

将甲事物表述成乙事物 ,将事物的此方面表述成彼方

面 ,把甲的事迹、观点、成绩说成乙的 ;或者题干要

求从“此”对象入手分析 ,而选项却从“彼”对象入

手分析。

识别方法
读文时,将对象标注出来;答题时,对选项中的主语、

宾语要特别注意。

典

型

例

题

试题

选项

（四川中职 2018 第 8 题 D 项 ) 未使用专利是因为企

业能力不足或环境的改变等原因而无法使用的专利。

原文

信息

二是未使用专利，包括策略专利、前赡专利和失败专

利。策略专制是指企业将专利用于攻击性地拦截竞争

对手或防御性地保护自身研发自由 ;前瞻专利是企业

仍在探索专利商业化的可能性，只是暂时性地未被开

发 ;失败专利主要是由于外在环境改变或者企业自身

能力不足而无法使用的专利。

比对

分析

原文说“失败专利主要是由于外在环境改变或者企业

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使用的专利”。而选项将它说成

是未使用专利，明显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四川中职对口升学论述类阅读文章设题模式和设误

手段从 2006 年开始至今，一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解

题策略和方法各有所长，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笔者看

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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