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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精讲-言语 4（笔记） 

 

【说在课前】 

1.本节课是言语方法精讲的第四节课。前三节课主要讲解片段阅读的两种必

考题型，即中心理解题和细节判断题。 

2.听课时，同学们要跟紧老师把当节课程的内容掌握好。 

 

第二章  语句表达 

【注意】 

1.语句表达的题量相对片段阅读要少一些，主要包含三种题型： 

（1）语句排序题，国考中一般考查 2-3 题。 

（2）语句填空题，国考中一般考查 2-3 题。 

（3）接语选择题，即给出一段文字，问接下来作者最有可能讲的内容是什

么，一般考查 1题，2019年考查 2题。 

2.从难度角落：国考中语句排序题和语句填空题难度较高，是属于和对手拉

开差距的题目。讲义上的题目和考点与之前相比难度有所提升，希望同学们课堂

上集中精力，掌握透彻。 

 

学习任务： 

1.课程内容：语句表达（语句排序题、语句填空题） 

2.授课时长：2.5小时 

3.对应讲义：37页～48页 

4.重点内容： 

（1）语句排序题的解题思维 

（2）确定首句、捆绑集团、顺序、尾句的方法与应用 

（3）语句填空题的解题思维和技巧 

【注意】本节课重点内容： 

1.重点突破语句排序题的解题思维，以及确定首句、捆绑集团、顺序、尾句

的方法与应用。具体的方法是同学们要把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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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句填空题的解题思维和方法。 

 

第一节  语句排序题 

【提问方式】 

将以上/以下几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理论要点： 

1.根据选项提示，对比后确定首句 

2.确定捆绑集团/确定顺序/确定尾句 

3.验证（只验证你基本锁定的答案，而非全部验证） 

【注意】 

1.语句排序题特征非常明显，不需要过多关注提问方式。若发现题目中的句

子标明序号，且选项中打乱了句子的顺序，即可确定为语句排序题。 

2.有些同学做题时先阅读句子，自己排序，结果发现没有选项与之匹配，会

觉得很受打击。既然题目给出四个选项，只提供四个可能，要从选项入手，验证

正确的可能，排除错误的可能，才能又快又准地锁定答案。 

3.语句排序题技巧很强，同学们要清空自己以前的语感，以正确的、规范的

思维解题。 

4.语句排序题解题思路：从选项入手。 

（1）第一步，根据选项提示，对比后确定首句。在国考中，首句的设置通

常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四个选项的首句是两个①、两个②，此时可将①②句进行对比，若发现①

不适合作首句，②适合作首句，可排除两个选项。若剩下两个选项分别为②

③„„、②④„„，则接下来可判断②之后到底接哪句话。 

②四个选项首句分别为①②③④，首句各不相同，这种题目不一定难。先对

比四个句子，若发现有且只有②适合作首句，则可锁定答案。 

（2）若无法通过对比确定首句，或对比首句只能排除一、两个选项，则来

到第二步，有三种角度（不分先后，可结合题目线索灵活运用）： 

①确定捆绑集团，若两句话核心话题一致，可以衔接，则要捆绑。 

②确定两句话的先后顺序，若一句话为“今天下午„„”，一句话为“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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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两句话中间可能有别的句子，可能论述中午做什么，但这两句话一

定是先说上午，再说下午。 

③确定尾句。当其他线索不好把握时，可对比尾句，锁定答案。 

（3）第三步，验证。验证不是必须的，取决于同学们做题的状态。若考场

上同学们非常确定答案，为节省时间，可不验证。若不太放心，可验证自己要选

的答案，而不是把四个选项全部读一遍。 

 

一、确定首句 

（一）下定义（„„就是/是指） 

【注意】 

1.对比选项，确定首句。有些句子比较适合作首句。 

2.下定义的表述适合作首句。在中心理解题中，文段开篇可能出现“传统手

工艺是指/就是„„”，即通过下定义引出文段的话题，下文围绕该话题展开论述。 

3.典型标志：„„就是/是指，如苹果就是/香蕉是指„„的水果。并非出现

下定义的句子都是首句，形式只是辅助，更重要的是对比内容，故首句一定要对

比。 

 

【例 1】（2018 山东） 

①没有细菌和感染的知识，就不会有无菌操作的概念 

②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总结 

③比如说，没有人体解剖和血型的知识，就无法成功输血 

④这种总结的过程是连续的，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 

⑤如果没有人体解剖、输血和无菌操作技术，就无法进行手术 

⑥杰出的人物，只是把这种认识的过程大大向前推进，但他们也并不能跳过

连续的认识发展过程而前进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⑤①④③②⑥ 

B.⑥④③①②⑤ 

C.①⑤②④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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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②④⑥③①⑤ 

【解析】1.从选项入手，确定首句。首句各不相同，对比①②⑤⑥。②“知

识，是„„”通过下定义引出话题“知识”，倾向于作首句，但还要对比。⑥“这

种认识”为指代词，前应提及一种认识，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B项。有同学提出

④不适合作首句，但选项中没有以④为首句的。①“没有„„”和⑤“如果没有„„”

句式一致，③“没有„„”与①⑤句式一致，表示并列。③“比如说”提示后文

为举例子，要在①⑤前，故①⑤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A、C项。 

验证 D项，②通过下定义引出话题“知识”，论述“知识”是一种总结，④

论述“这种总结”，⑥论述杰出的人物就是把这种认识往向推进，③①⑤通过“比

如说”举例子进行并列分述来论证前文。【选 D】 

 

【注意】 

1.本题首句特征：通过下定义引出话题。 

2.并非出现下定义的形式就一定是首句，要进行对比。 

 

（二）提出观点（有人说、人们普遍认为、„„认为） 

【注意】 

1.提出观点，往往是提出别人的观点，如同学们写作文时往往通过“古人说”

“有人认为”引出别人的观点，之后再论证自己的观点。 

2.典型标志：有人说、人们普遍认为、„„认为。先通过上述词语引出别人

的观点，再进行反驳或论证。 

3.联想到逆向思维，文段开篇出现“小土鳖”“小山炮”“小傻瓜认为”，即

先提出别人的观点，后文进行否定。 

 

【例 2】（2017 广州） 

将下列句子组成一段逻辑连贯、语言流畅的文字，排列顺序最合理的是： 

①不敢、不愿批评的人，千般托辞，归结一点：为私心所忧、为关系所累、

为利益所惑 

②利益关联错综，人际关系复杂，圆润一点，中庸一些，和和气气，皆大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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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③有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 

⑤殊不知，脓包不挑破，就会养痈遗患；讳疾而忌医，难免病入膏肓 

A.④①⑤③② 

B.③②④⑤① 

C.④③⑤①② 

D.③②⑤①④ 

【解析】2.从选项入手，对比首句③④。③“有人说”引出别人的观点，适

合作首句，④“正如”相当于“比如”“例如”，为举例子，写文章时一般不会开

篇就出现“正如”“比如”，一般会先提出观点，再论述“正如/比如„„”，故④

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A、C项。 

对比 B、D项。方法一：前两句均为③②，判断②之后接④还是⑤。②论述

“和和气气，皆大欢喜”，为好的情况，⑤“殊不知”表转折，“病入膏肓”为不

好的情况，②⑤通过转折词“殊不知”捆绑，④论述“批评”，与②话题不一致，

衔接不当，排除 B项，锁定 D项。 

方法二：④论述的话题是“批评”，①“不敢、不愿批评的人”与④话题一

致，①④捆绑，锁定 D项。 

有同学认为④“正如”可以作首句。老师并非强调它一定不能作首句，对比

首句时要对比择优。对比③④句看哪一句更适合作首句。③“有人说”引出别人

的观点，④“正如”引出的句子一定会论证前文提及的内容，①引出“批评”，

④是对①展开论述。【选 D】 

 

【注意】做排序题时要跟紧老师的思路，不要只凭语感，觉得读得顺的选项

就去选，要把握正确的做题思维。 

 

（三）背景引入（随着、近年来、在„„大背景/环境下） 

【注意】 

1.背景引入，如中心理解题中开篇出现“随着、近年来、在„„的背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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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通常起背景引入作用，适合作首句。 

2.首句一定要对比，并非背景引入的内容一定作首句。若题目难度较高，可

能两句话中均出现背景引入标志，一定要对比内容。 

 

【例 3】（2018 江西） 

①这些剧院不乏豪华气派的外观、不缺顶级的设备和宽敞的剧场，单就硬件

而言，一些甚至已经堪比国际一流大剧院 

②从一线大城市到二三线城市直到一些县城，都建起了自己的剧院 

③近年来，剧院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剧院总数已经超

过 2000 家 

④多形式少内容、有空间少利用、高配置低效能„„国内剧院建设还处于粗

放阶段 

⑤有人说，要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明和灵魂，就去看看它的剧院。随着我国

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剧院的建设也进入加速度 

⑥但是，与华丽的“硬件”相比，剧院在演出剧目、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等

“软件”上，却远远没有那么漂亮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③②①⑥④⑤ 

B.⑤③②①⑥④ 

C.⑤⑥②③①④ 

D.③⑥②①④⑤ 

【解析】3.从选项入手，判断首句，对比③⑤。③“近年来”为交代背景，

“总数已经超过 2000 家”为列数据；⑤“有人说”提出别人的观点，通过“城

市”引出话题“剧院”，“随着”交代背景，从形式上不易判断，要对比内容。 

⑤论述“剧院的建设„„加速度”，③“国内剧院总数已经超过 2000 家”通

过列数字举例论证，应先引出剧院的建设在加速，之后通过列数字进行举例论证，

故⑤在③前，排除 A、D项。 

方法一：③对⑤进行举例说明，③⑤话题衔接，锁定 B项。 

方法二：⑥“但是”表转折，转折前后语义相反，转折后论述与硬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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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不漂亮，之前应论述硬件很好。⑤未提及“硬件”，⑤⑥衔接不当。①“豪

华气派的外观„„硬件而言„„堪比国际一流大剧院”论述硬件好，之后通过转

折论述“软件”不好，故①⑥捆绑，锁定 B 项。【选 B】 

 

【注意】通过例 1-例 3要注意，排序题的线索和角度不唯一，同学们一定

要跟紧老师，如果某一步跟不上老师，可能就再也跟不上了。 

 

（四）非首句特征（指代词、关联词后半部分） 

关联词后半部分 

指代词单独出现，没有指代对象 

人称代词：他/她/它/他们 

指示代词：这/那/此 

【注意】 

1.下定义、背景引入、别人的观点是明显的首句标志。 

2.有些句子不适合作首句，出现在选项的首句时要排除，即非首句特征： 

（1）关联词的后半部分，如句子开头出现“然而”“因此”，一般不作首句。 

（2）指代词单独出现，在该句中没有指代对象，一般不作首句。考试中，

指代词包括两种： 

①人称代词：他、他们（均为第三人称）。 

②指示代词：这、那、此、彼。 

3.若一句话为“他倒在了血泊中”，句子中没有“他”的指代对象，不知指

的是小张、小王还是大黄，不适合作首句。若一句话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那

里的风景很美”，这是完整的句子，“那里”指代北京，有指代对象，可以作首句。 

 

【例 4】（2017 联考） 

①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土著们在语言和文化上表现出超乎想象的统一性 

②他们没有航海设备，只有原始的舟筏，却在占据了将近地球三分之一面积

的大洋中，找到了一个个孤悬海上的小岛 

③他们有着相似的风俗习惯，在相隔极远、完全陌生的岛上，竟然可以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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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进行简单交流 

④原始的南岛语族，创造了航海奇迹 

⑤这使得许多世纪后，“地理大发现”浪潮中驶入太平洋的西方航海家们惊

异地发现，几乎他们每找到一处新的岛屿，都已有了土著们居住过的痕迹 

⑥然后定居其上，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 

将上述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④⑤②①③⑥ 

B.④②⑥⑤①③ 

C.②⑥⑤④③① 

D.③①②⑥④⑤ 

【解析】4.从选项入手，判断首句，对比②③④。②③“他们”都没有指代

对象，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C、D项。④可以起话题引入作用，可以作首句。 

对比 A、B项：判断④之后接⑤还是②。④论述创造航海奇迹，接下来应论

述他们到底创造什么样的奇迹。②“他们”指“南岛语族”，论述他们设备很简

陋，“却”表转折，“找到了一个个孤悬海上的小岛”即创造奇迹的具体体现，④

②捆绑，锁定 B项。⑤话题为“西方航海家”，与④话题不一致。有同学认为④

之后也可以接⑤，但是要对比②⑤，看哪一句更适合与④相连。 

判断②⑤的顺序：②论述找到小岛，⑤论述居住过的痕迹，⑥论述“定居其

上”，应先找到小岛，定居其上，然后才能找到居住过的痕迹，即为②⑥⑤的顺

序，排除 A项，锁定 B项。【选 B】 

 

【注意】 

1.适合作首句的特征：下定义、提出观点、背景引入。 

2.不适合作首句的特征：关联词后半部分、指代词单独出现。 

 

二、确定捆绑集团 

【注意】 

1.考试中经常考查确定捆绑集团，最常考的是指代词捆绑。指代词单独出现，

不适合作首句，但可成为解题线索。 



 

9 

 

2.典型指代词：这、那、该（如“该生”）、其。例：①她还有一些嚣张。②

她有一些任性。③有一个姑娘。根据指代词捆绑，应为③②①的顺序。 

 

（一）指代词捆绑 

举个小例： 

①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共举办 15年，有七期毕业生 

②最早兴办的新式军教育机构是 1885年李鸿章于天津设立的武备学堂 

③该学堂的设立本是中法战争的结果之一，目的是培养下级军士和军官 

④其毕业生在当时处于低位，在甲午等战事中发挥作用甚小 

【注意】 

1.将上述句子两两分组：③“该学堂”、④“其毕业生”为指代词，①论述

“毕业生”，②论述“学堂”，②③捆绑，①④捆绑。 

2.若句子中出现指代词，可作为解题线索，同学们一定要提高敏感度。 

3.若题目中出现“他们”“这些”，指代多个对象，若选项中前面相连的句子

只有一个对象，要排除。 

 

【例 5】（2018 四川） 

①餐饮企业以超过生物柴油企业收购价格水平出售的地沟油，多数流向了非

法油品生产单位 

②不仅如此，甚至连合法性的身份都没有得到重视 

③当市场监管和处罚制度不健全时，合法企业如何能够“竞争”过非法企业 

④通过滤杂、去色、调和等一系列处理后，再次成为普通消费者难以辨识的

食用油 

⑤在餐饮和废弃动植物油脂回收市场中，生物柴油企业的环境友好型身份没

有得到完全认可 

⑥事实上，这只是在特定市场制度下的一场不公平竞争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①④⑥③⑤② 

B.①⑤②④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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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⑤②①④③⑥ 

D.⑤②④③⑥① 

【解析】5.对比选项，判断首句。对比①⑤，均没有明显的首句特征和非首

句特征，不易判断首句，要找其他线索。②“不仅如此”出现指代词，结合选项，

四个选项中②之前均为⑤，无法排除。⑥“这”为指代词，论述一场不公平的竞

争，⑥之前应提及“竞争”。结合选项，指向性更明显，四个选项中⑥之前为③

或④，重点关注③④句中哪一句提及“竞争”。③提及“竞争”，④与“竞争”无

关，故排除 A、B项。 

方法一：对比选项找差异。对比 C、D项：前两句均为⑤②，③⑥均捆绑，

区别为①④是否紧密相连。①论述企业出售地沟油，流向非法油品生产单位，④

论述通过处理再次成为食用油，①④论述地沟油从加工到出售的过程，①④捆绑，

锁定 C项。 

方法二：对比尾句。①论述流向非法油品生产单位，话没有说完，没有说明

到底怎么加工、怎么出售，不适合作尾句。⑥“这”为指代词，总结前文，适合

作尾句，锁定 C项。 

很多同学对于⑥能否在③之前有疑问。单看这两句话，可以⑥在③前，但是

⑥出现指代词，其前一定要提及竞争，有且只有③提及“竞争”，故③在⑥之前。

【选 C】 

 

【注意】 

1.课堂上并非单纯讲解一道题，而是要通过题目把握解题的正确思维。 

2.本题首句不易判断，要找提示。②出现指代词，但是对解题没有帮助。⑥

出现“这”，提及“竞争”，说明⑥之前要出现“竞争”，③提及“竞争”。根据指

代词捆绑，排除 A、B 项。一方面可以对比 C、D项找差异，均为⑤②、③⑥，区

别为①④是否相连。文段中①④均论述地沟油从加工到出售的过程，应该相连，

锁定 C项。另一方面可以对比尾句，⑥“这”总结前文，适合作尾句。 

 

【答案汇总】1-5：DD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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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2017 国考） 

①大脑能够极其敏锐地探测到环境中的威胁 

②它们会激活我们大脑中的恐惧回路，有时候我们会反击，有时候则逃跑 

③大脑还擅长鉴别哪些乍看之下的威胁或者惊吓的刺激其实是无害的，或者

是可以被解决的 

④新的研究发现了一种神经回路，它使大脑具有“删除”不良记忆的能力，

这项发现可能为焦虑症找到新的治疗方法 

⑤但如果该系统失灵，一些不愉快的联想就会萦绕不去，这种机能失常被认

为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其他焦虑症的根源 

⑥嘈杂的声音、有毒的气味、正在靠近的捕食者，这些因素都会对我们的感

觉神经元发出电刺激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①⑥②③⑤④ 

B.①③⑥②⑤④ 

C.④②①③⑥⑤ 

D.④②⑥①③⑤ 

【解析】6.本题有难度，课堂实时答题正确率和题库正确率基本一致，本题

难度高是因为出题人设置了“坑”。 

对比首句①④，没有典型提示，不易判断，要找其他线索。②“它们”为指

代词，可作为解题线索。结合选项，判断②之前是⑥还是④。②“它们”为复数，

指代多个对象，④“一种神经回路”说明只有一个，④②不能相连，排除 C、D

项。⑥“嘈杂的声音„„这些因素”提及多种对象，⑥②相连，根据“它们”进

行捆绑。 

对比 A、B项：首句均为①。有同学根据①“大脑能”，③“大脑还擅长”认

为①③捆绑，误选 B 项。但做题时不能不看⑥而直接秒杀，要进行对比。①论述

大脑能探测环境中的威胁。⑥“嘈杂的声音„„捕食者”具体阐述环境中有哪些

威胁，故①⑥衔接更紧密，锁定 A项。先把环境中的威胁说清楚，接下来才能论

述大脑还擅长什么，另外论述大脑的其他功能。 

本题难度较高，要重点把握解题方法。当首句不易判断时，要找捆绑，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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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指代多个对象，结合选项判断，②之前为④或者⑥。④论述“一种”，⑥论

述多种因素，根据“它们”确定⑥②相连，排除 C、D项。对比 A、B 项，首句均

为①，判断①⑥相连还是①③相连。对比③⑥，①论述探测环境中的威胁，⑥具

体阐述环境中有哪些威胁，①⑥衔接更紧密，锁定 A项。 

验证 A项：开篇①论述大脑能探测环境中的威胁，⑥论述具体有哪些威胁，

②“它们”指代威胁，论述威胁会激活恐惧回路，③“大脑还„„”论述大脑的

第二个功能。⑤出现转折词“但”，可以判断③⑤相连，转折后“机能失常„„

根源”提出问题，④“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提出对策。【选 A】 

 

【注意】若只凭语感做题，可能会巧妙地避开正确答案。难题的命题套路：

题目中的句子可能出自文章的不同段落，如①⑥②出自第三段，③出自第二段，

⑤④出自第三段，故不能只根据句子连起来读着顺不顺解题。 

 

【例 7】（2018 江西） 

①“新国货崛起”这个逐渐升温的词汇印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

的转变 

②最近几年，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科技创新上，中国品牌在不少领

域已具有领先优势，如高铁、网络通信等高技术领域和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全

新业态 

③十几年前，提到国产品牌，人们往往想到“价廉质差”，甚至山寨横行，

即便“Made in China”风靡全球，很多人仍然迷信外国货 

④而在质量提升上，“新国货”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⑤据统计，我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已连续四年保持在 90%以上，

更多人对新国货信心满满 

将以上 5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①③②④⑤ 

B.②④③⑤① 

C.③②⑤①④ 

D.⑤④②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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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7.从选项入手判断首句，首句各不相同，对比①②③⑤。②“这种

观念”为指代词，没有指代对象，前应提及观念，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B项。①

引出话题“新国货崛起”；③“十几年前”为引入背景，可以作首句，但不能认

为其他句子不能作首句；⑤没有明显的非首句特征，不易判断首句。 

此时可找捆绑，②“这种观念”为指代词，前应提及观点，结合选项，判断

②之前接③还是④。③“想到”“迷信”为观念，④论述新国货的成就，与观念

无关。③②相连，排除 D项。 

对比 A、C项：对比尾句⑤④。④论述“新国货的成就”有目共睹，⑤通过

列数据对“新国货的成就”进行举例说明，故④在⑤前，锁定 A项。【选 A】 

 

【注意】 

1.有同学纠结③“十几年前”是否作首句。观察①③②之间的关系：①引出

话题“新国货崛起”，提出“中国制造”和“中国质造”两个方面。③论述“制

造”，即只重数量、不重质量。②对应“质造”，论述注重品牌、品质。①③②是

对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的具体展开论述。 

2.C 项致命的错误是④⑤顺序不对。④论述“新国货的成就”，⑤通过“据

统计”、通过列数据对④“新国货的成就”进行举例说明，④在⑤前，排除 C项。

若④为总结，不应用“而”，要用“因此”“所以”。 

3.例 5-例 7的题目重点强化指代词捆绑的考点。同学们做题时要注意典型

的指代词，它们是做题的线索和提示，遇到时要敏感。 

4.有同学纠结⑤句为什么不能作首句。单纯看⑤并不能确定其是否为首句，

而是通过指代词捆绑，确定④②相连，排除 D项。 

 

（二）关联词捆绑 

①配套出现（不但„„而且„„） 

②单独一个（但、同时 分析句子意思） 

【注意】关联词捆绑： 

1.关联词配套出现：如“不但„„而且”“虽然„„但是”，在国考中基本不

考查，个别省份简单题目可能会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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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独出现一个关联词： 

（1）转折词：如一句话开头出现“但是”“殊不知”，提示转折前后语义相

反，如“⑤但是，我很温柔”，则⑤之前应论述不太好的情况，可以论述“虽然

我很丑”。 

（2）并列：典型标志词如“同时、此外、同样、和、也”，前后句式往往是

一致的，而且前后话题也要衔接。 

 

【例 8】（2018 广州） 

将下列句子组成一段逻辑连贯、语言流畅的文字，排列顺序最合理的是： 

①但是，当你一旦走入生活就不一样了，那里面有精彩的故事、鲜活的人物

和传神的细节 

②特别是艺术的形式与美感，只能从人类的生活本身去发现、提炼与获得 

③有一位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

绞出了水来” 

④深入地去体察自然，才能胸有万壑，下笔有神 

⑤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归根结底源于生活，源于客观实际 

A.②①⑤③④ 

B.③②①⑤④ 

C.④③②①⑤ 

D.⑤②④③① 

【解析】8.对比选项，确定首句。首句有②③④⑤，②出现程度词“特别是”，

表示语气加重、强调，前面应论述一些内容，再说“特别是”，故②不适合作首

句，排除 A项。 

③④⑤不易判断，寻找其他线索。①出现“但是”表转折，前后语义相反，

结合选项，判断是②①还是③①。①强调走入生活、感受生活，②也强调感受生

活，②①论述话题一致，无法构成转折，排除 B、C 项。③论述只是坐在家里空

想，转折后论述不能只坐在家里空想，要走入生活，感受生活的精彩，③①捆绑

恰当，锁定 D项。【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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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题考查转折词的捆绑。 

 

【例 9】（2018 山东） 

①展望未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同样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的考验，人类的未来

也可能发生根本性重塑 

②自动化逐渐代替人力，就业市场对教育和技能较低工人的需求下降，这次

科技革命客观上正在造成一定的失业规模 

③就像史蒂芬·霍金担心的，未来 20 年中机器将通过人工智能超越人类，

发展出与人类相冲突的意志，从而导致人类文明史的终结 

④当大部分人失去谋生手段时，必然会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 

⑤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在给人类带来惊喜和显性好处的同时，也给部

分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潜在的挑战 

⑥科技创新是把双刃剑，它所带来的繁荣并不会成为真正的“百家乐”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⑤⑥①②③④ 

B.①③②④⑥⑤ 

C.⑥⑤①③②④ 

D.①②④③⑤⑥ 

【解析】9.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两个①，一个⑤，一个⑥，有同学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排除 A、C 项，在 B、D 项上纠结，若今年是 2010 年，命

题人可能会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角度去出题，但在 2020 年，做题不能只看形

式，更要对比内容。 

①中“同样”“也”表并列，为并列的后半部分，前面应论述之前的科技革

命如何，故①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B、D 项。⑤⑥不易判断，寻找其他线索。①

出现“同样”表并列，结合选项，判断是⑤①还是⑥①，①论述第四次科技革命，

⑤论述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进步，即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等，⑤①

捆绑，锁定 C项。⑥论述科技创新是双刃剑，⑤论述过去的科技进步，①论述未

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⑤①对⑥起解释说明作用。【选 C】 

 



 

16 

 

【注意】 

1.本题可通过并列标志词“同样”进行捆绑。 

2.有同学看到②论述“失业”，④论述“失去谋生手段”，即失业，②④捆绑，

锁定 C项。 

3.解题的方法和线索有很多，把握每一道题涉及的考点很关键，确定捆绑常

考指代词捆绑和关联词的捆绑（转折、并列）。 

 

三、确定顺序 

（一）时间顺序 

年份、朝代、时间提示词（过去、现在、未来） 

【注意】时间顺序，两句话出现典型的时间提示，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做

题： 

1.年份，如一句话说 2017 年中国的情况，另一句话说 2020 年中国的情况，

可以根据年份的先后进行排序。 

2.朝代，如一句话说唐代，另一句话说清代，根据朝代的先后顺序可以进行

排序。 

3.时间提示词：过去、现在、未来。 

4.大家考上公务员之后，退休时写一部回忆录可能会用倒叙、插叙的手法，

而公务员的文章比较规范，如一些媒体的评论文章，所以出现时间顺序时，可以

作为解题的线索，但话题要保持一致。 

 

【例 10】（2019 国考） 

①当时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规划了一座地下之城，将巴黎发展成一座立体化

的城市 

②从中世纪延续而来的平面化城市已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新需

要 

③后来，这个以下水道系统为基础的地下巴黎，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加而

不断添入新功能 

④现在，地上的巴黎光彩照人，地下的巴黎默默付出，二者共同承载着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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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都的迷人风情 

⑤城市形态由地上向地下延展，拓展了城市的空间 

⑥作为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 世纪的巴黎面临着一场迫切的现

代化转型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②⑥④③⑤① 

B.④⑥③⑤①② 

C.⑥②①⑤③④ 

D.①⑥④⑤②③ 

【解析】10.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①②④⑥，①出现“当时”，即在

以前的那个时候，相当于指代词，前面应论述时间，故①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D

项。④出现“现在”，①论述“当时”，均论述巴黎的情况，应先论述以前规划一

座地下之城，然后论述地下巴黎默默付出，不论是根据“当时”和“现在”，还

是根据先规划，再付出，都可以确定①在④前，④不能作首句，排除 A、B 项，

锁定 C项。 

验证选项，⑥论述 19 世纪的巴黎面临转型，②论述平面化城市不能满足需

要，①论述规划了地下之城，⑤论述城市从地上向地下延伸，③论述后来地下之

城不断添入新的功能，④论述现在地上巴黎和地下巴黎二者相互配合，逻辑正确，

C项当选。【选 C】 

 

【注意】 

1.有同学根据①出现“当时”，③出现“后来”，④出现“现在”，确定①③

④的顺序，这样解题也是正确的。 

2.“以后”表示未来；“后来”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去爱”，是之前发生的

事情。 

3.单纯看②可以作首句，但 A项中①和④的顺序不正确，故排除 A项。 

 

【答案汇总】6-10：AA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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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1（2017江苏） 

①西汉时期的杨雄就提出了“书为心画”，这个观念深入人心 

②明代汤显祖写的《牡丹亭》里面，柳梦梅则透过自画像上题字风格来想象

杜丽娘的灵心慧性 

③元代王实甫的戏剧《西厢记》中，张君瑞曾通过书信的字迹揣摩崔莺莺的

心态 

④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字迹就是心迹 

⑤这两个戏剧情节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字迹的普遍认识 

将以上 5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 

A.①③②⑤④ 

B.④①③②⑤ 

C.④②③①⑤ 

D.①②③⑤④ 

【解析】拓展 1.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①④，①提到“西汉”和具

体的人，④通过“自古以来”交代背景，先引出人们普遍的观点，再通过一个朝

代和具体的人进行举例论证，故④更适合作首句，排除 A、D项。 

方法一：对比 B、C项，判断是④①还是④②。①论述“西汉”，②论述“明

代”，①在②前，锁定 B项。 

方法二：有同学看到①论述“西汉”，②论述“明代”，③论述“元代”，根

据朝代顺序，确定为①③②的，锁定 B项。【选 B】 

 

朝代歌：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民国再共和，代代往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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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三皇五帝、尧舜禹均考查较少。重点考查：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

国、晋朝、南北朝和五代（常考，南北朝位于晋朝和隋朝之间，五代位于唐朝和

宋朝之间）。 

2.哈佛大学教授根据《两只老虎》改编的朝代歌：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

唐宋，隋唐宋。元明清 Republic，元明清 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3.语句排序题在国考中难度较高，本节课不管是语句排序题还是语句填空题

难度都做了提升。预习时做错很正常，重点是把握正确的解题方法和考点，以及

正确的做题思维。如果有疑问，可以标注一下时间点，课后听回放。 

 

（二）逻辑顺序 

（1）观点+解释说明 

举个小例： 

1.我们班的同学腿都长 

2.比如张二狗就有 1.8米大长腿 

【注意】观点+解释说明：如一句话是作者提出的观点，另一句话是通过举

例子、列数据进行解释说明，这种结构类似于“观点+解释说明”的“总-分”结

构。如“①我们班的同学腿都长，②比如张二狗就有 1.8 米大长腿”，①提出观

点，②通过“比如”举例进行解释说明，故①在前②在后。 

 

【例 11】（2017 山东） 

①大约 10年前，科学家对生物炭产生了兴趣 

②但这项技术渐渐被人遗忘，其他地方的农民则没有使用生物炭的习惯 

③现在，虽然这个想法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土壤学家却开始探索将

生物炭用于农业以治理污染 

④尽管农民们最近才开始接触生物炭，但实际上生物炭有着悠久的历史 

⑤千百年前，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人们就通过加热有机物制造出了生物炭，

并用它造就了被称为“亚马逊黑土”的肥沃土壤 

⑥当时，人们开始关注全球变暖问题，一部分人期望可以用生物炭将大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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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封存在地下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④⑤②①⑥③ 

B.④③①⑤⑥② 

C.⑤①⑥④③② 

D.⑤⑥②①③④ 

【解析】11.不能根据⑤出现“千百年前”就认为⑤作首句，而误排除 A、B

项，要通过对比确定首句。 

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④⑤，④通过“尽管„„但”论述生物炭历史

悠久，⑤对④中生物炭的悠久历史进行解释说明，故④在⑤前，排除 C、D项。 

对比 A、B项，判断是④⑤还是④③。⑤对④进行解释说明，④⑤话题一致，

可以捆绑，锁定 A 项。③出现指代词“这个想法”，④并未论述想法，仅论述生

物炭历史悠久，④③无法捆绑，排除 B 项。⑥论述“一部分人期望„„地下”，

即一部分人的想法，根据指代词捆绑得到⑥③捆绑，锁定 A项。【选 A】 

 

【注意】文段先引出生物炭历史悠久，再具体解释生物炭的历史如何悠久，

观点在前，解释说明在后，故④在⑤前，排除 C、D项。根据③论述“现在”，⑥

论述“当时”，可确定⑥在③前，锁定 A项。 

 

【例 12】（2018 国考） 

①有些鸟类就因为食物缺乏、体能补充不足而夭折在迁徙途中 

②迁徙距离愈远，消耗脂肪愈多 

③因此，鸟类栖息地食物的充足就显得极为重要 

④飞越沙漠和大海的迁徙鸟类，由于途中无法获取食物，必须不停顿地一次

完成迁徙，故而需要存储的脂肪更多一些 

⑤有的鸟种迁飞前脂肪积累可达体重的 50%，有的鸟种迁飞结束时减重可达

44% 

⑥鸟类迁徙期间的能量消耗完全依赖体内以脂肪形式储存的能量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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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⑥②④⑤③① 

B.⑥③①②⑤④ 

C.④⑤⑥②①③ 

D.④②③①⑤⑥ 

【解析】12.不能看到③出现“因此”，适合作尾句，就直接选择 C项，不管

是首句，还是尾句，都要进行对比。 

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④⑥，⑥论述鸟类迁徙时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能

量，④论述“飞越沙漠和大海的迁徙鸟类”，相当于举了其中一种鸟类的例子，

除了“飞越沙漠和大海的迁徙鸟类”，还有飞跃平原的鸟类，“更多”提示应先说

鸟类迁徙需要脂肪，再说这种鸟类需要更多的脂肪，故④不合适作首句，排除 C、

D项。 

对比 A、B项,判断是⑥②还是⑥③。⑥论述鸟类迁徙时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能

量，②论述迁徙和脂肪的关系，⑥②话题一致，故⑥②捆绑，锁定 A 项。③论述

食物，⑥论述脂肪，食物到脂肪之间差一个吃的环节，故⑥③无法捆绑，排除 B

项。 

验证选项，⑥论述鸟类迁徙时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②论述迁徙距离越远，

消耗脂肪越多；④论述飞跃沙漠和大海的鸟类因为途中无法获得食物，所以需要

储存的脂肪更多；⑤论述有的鸟类迁徙前脂肪积累可达体重的 50%，有的鸟类迁

徙后减重可达 44%；③强调食物充足很重要，①从反面角度对③进行论述，符合

逻辑，A 项当选。【选 A】 

 

（二）逻辑顺序 

（2）A和 B 

举个小例： 

小张和小郭性格不同 

小张是一个白、富、美 

【注意】A和 B，提示文段应先说 A，再说 B：如“①小张和小郭性格不同”，

接下来应先论述小张的性格很奔放、外向，再论述小郭的性格内敛、含蓄。再如

“②小张是一个白、富、美”，③论述他的美体现在„„，④论述他的富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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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论述他的白体现在„„，应按照“白、富、美”的顺序排列为⑤④③。 

 

【例 13】（2018 联考） 

①红细胞破坏过多是指红细胞寿命缩短引起的溶血性贫血，有先天遗传性的

溶血性贫血，也有后天获得性的溶血性贫血 

②失血包括急性失血和慢性失血 

③其发病机制可以概括为红细胞生成不足或减少、红细胞破坏过多和失血三

类 

④当然，贫血也可以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⑤贫血是继发于多种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 

⑥红细胞生成不足或减少包括大家熟悉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原料如铁、

叶酸、维生素 B缺乏引起的营养性贫血，肿瘤细胞浸润骨髓等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⑥③①②⑤④ 

B.⑤③⑥①②④ 

C.⑥①②⑤③④ 

D.⑤③①②⑥④ 

【解析】13.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⑤⑥，⑤通过下定义引出“贫血”

的话题。⑥中出现“等”提示为举例子，文段应先引出话题，再举例说明，故⑤

在⑥前，⑥不适合作首句，排除 A、C项。 

对比 B、D 项，判断是③⑥还是③①。③中出现三方面并列，故文段应先论

述“红细胞生成不足或减少”对应⑥，再论述“红细胞破坏过多”对应①，最后

论述“失血”对应②，锁定 B项。【选 B】 

 

【例 14】（2016 国考） 

①影响生物寿命最关键的因素是基因 

②同种生物的自然寿命是类似的 

③从进化的角度看，这是生物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积累，通过自然

选择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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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环境可以决定相关基因是否表达，而这些基因的表达与否，又会影响相应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由此控制生物的寿命 

⑤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寿命则由环境决定 

⑥生物的寿命由遗传物质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遗传物质是基础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②④①⑥③⑤ 

B.④⑤③②⑥① 

C.①③④⑥⑤② 

D.⑥①③②⑤④ 

【解析】14.对比选项，判断首句。首句有①②④⑥，①论述影响生物寿命

最关键的是基因，②论述同种生物的自然寿命类似，④论述环境作用很重要，⑥

论述生物寿命的决定因素，不易判断首句。 

但⑥中出现“A 和 B”的结构，应先说遗传物质，再说环境。方法一：⑥论

述“遗传物质是基础”，④论述环境，故⑥在④前，锁定 D 项。方法二：根据⑥

在⑤和④之前，锁定 D项。【选 D】 

 

【注意】 

1.如果文段中出现“A和 B”“A、B、C”，正常情况下要按照先 A 后 B的顺序

论述。 

2.⑤出现“这个前提下”，这个前提是“同种生物的自然寿命是类似的”，才

能确定个体的寿命由环境决定，②⑤捆绑，如“郭老师和张老师，他们的自然寿

命是差不多的，但张老师更有钱，他吃得特别好（鲍鱼、龙虾），住着大别墅，

所以张老师就有可能比郭老师活得时间长”。 

3.⑥引出生物寿命由遗传物质和环境决定，为“A 和 B”的结构，且论述遗

传物质是基础，①③②围绕遗传物质展开论述，⑤④论述环境，整个文段为“观

点+解释说明”的“总-分”结构。 

 

四、确定尾句 

结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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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以、看来、于是、这、应该、需要 

【注意】确定尾句： 

1.结论：前文列举现象，尾句得出结论。 

2.对策：前文提出问题，尾句得出对策。 

3.典型标志词：“因此、所以、看来、于是、这”总结前文；“应该、需要”

引导对策。并非看到结论词或对策即可确定尾句，要对比确定。若一句话既出现

结论，也出现对策，则从形式和内容上均满足条件，作为尾句的概率很高；若一

句话只出现结论或只出现对策，则对比判断。 

 

【例 15】（2018 国考） 

①以此来看，种植一些价廉物美的乡土草木，更易于达到上述效果，更能满

足适地、适物以及“好种、好管、好活、好看”的绿化需求 

②绿化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效益 

③所以在城市绿化上选择这些乡土草木资源，更能体现自己的品牌和地方特

色，有助于营造有特色的园林城市风格 

④城市绿化是以栽种植物来改善城市环境的活动 

⑤乡土草木资源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不仅能适应本地的生态环境，而且

不需要特别的投入 

⑥同时，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市情，有的城市还有自己的市花、市树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②⑤⑥③①④ 

B.④②①⑤⑥③ 

C.②①④⑤③⑥ 

D.④③⑤①⑥② 

【解析】15.本题课堂正确率较高。对比选项，确定首句。对比②④，②论

述绿化的效益和好处；④给“城市绿化”下定义，不易判断首句，则找捆绑或确

定尾句。 

本题从尾句入手较容易，对比②③④⑥，②和④均出现在部分选项的首句中，

故起到话题引入的作用，适合放前面，排除 A、D项。对比③和⑥，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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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论词，指出城市绿化的做法很好，适合作尾句；⑥表述不明确，未论述应该

怎么做，不适合作尾句，排除 C项，锁定 B 项。【选 B】 

 

【注意】 

1.有的同学纠结于“城市绿化”为什么不是“绿化”的具体化。④通过下定

义引出“城市绿化”的话题；②论述绿化的好处。如新闻的开头论述“十九大报

告„„”，后文论述“报告中指出„„”，故在考场上不确定首句时，不能硬排。 

2.本题解题的突破口为从尾句入手，快速锁定答案。 

3.有的同学认为③和⑤均论述“乡土草木资源”，二者可捆绑，对应 C项。

但①“乡土草木”和⑥“有的城市还有自己的市花、市树”均论述“乡土草木资

源”，并非仅有③和⑤提及这一话题，故无法捆绑。 

4.有的同学纠结于文段的顺序。B项通过④引出“城市绿化”的话题；②论

述绿化有哪些好处；①论述种植乡土草木效果很好；⑤论述乡土草木资源；⑥“同

时”表并列，论述有的城市有自己的乡土草木资源；③通过“所以”对整个文段

进行总结，指出城市绿化的做法、对策，论述其有好的效果。 

 

【例 16】（2018 四川） 

①因此，在实体书店不断遭遇寒流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书店开始尝试 24小

时经营 

②若在经营图书之余尝试引入新的业态，或开发相应文化产品不失为一个生

存之道 

③书店是一个文化场所，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和文明载体 

④如果书店想要单纯靠图书经营生存，将难以为继 

⑤这更像是一种公益行为，肩负着为阅读“燃灯”的重任，要将阅读的精神

传下去 

⑥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受众注意力转移、选择购书的渠道增多，是实体书

店生存面临的共性问题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⑥③①④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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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⑥④①②⑤③ 

C.③④②①⑤⑥ 

D.③⑥④②①⑤ 

【解析】16.对比选项，确定首句。对比③⑥，③给“书店”下定义，可作

为首句；⑥“随着”交代背景，引出问题，也适合作首句，不易判断。 

此时可从尾句入手，对比②③⑤⑥，③下定义，⑥交代背景，均出现于四个

选项的首句中，更适合作首句，而不适合作尾句，排除 B、C项。 

对比②和⑤，②论述对策；⑤“公益行为”为做法，尾句不易判断。但⑤出

现指代词“这”，可找相应的捆绑。观察选项，⑤前有④和①，④提出问题，未

提及⑤“公益行为”，故④⑤无法相连，排除 A项。①“24小时经营”可对应⑤

“公益行为”，且“24 小时经营”说明晚上也灯火通明，形象地对应⑤“燃灯”，

锁定 D项。【选 D】 

 

【注意】 

1.有的同学单纯读③和⑥，可看出③更适合作首句。若能确定首句，则锁定

答案；若无法确定，则从尾句入手。 

2.有的同学想通过“书店”和“实体书店”的概念入手，本题确实先论述“书

店”，再论述“实体书店”；但上一题先论述“城市绿化”，再论述“绿化”，故不

能从两个概念入手。 

3.本题没有重点强调首句是因为怕大家“掉坑”。故此类型题目建议从尾句

入手，且共性为尾句有两个选项适合作首句，可直接排除。如上一题 B项的③和

C项的⑥更适合作首句，不适合作尾句，此时通过剩下的两个选项“二选一”快

速锁定答案，可进行验证。 

 

【答案汇总】11-15：AABDB；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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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语句排序题：重点把握正确的解题思维。 

1.提问方式：将以下几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2.解题要点：从选项入手。 

（1）确定首句。 

（2）确定捆绑集团/确定顺序/确定尾句。应结合题目的特点灵活选择。 

3.确定首句： 

（1）首句特征：一定要对比。 

①下定义，如“„„就是/是指”。 

②提出观点，如“有人说、人们普遍认为，„„认为”。 

③背景引入，如“随着、近年来、在„„大背景/环境下”。 

（2）非首句特征： 

①指代词，如“这、那、他、其、该、此”。 

②关联词后半部分，如“但、却、而且”。 

4.确定捆绑集团： 

（1）指代词：这、那、他、其、该、此。 

（2）关联词： 

①配套出现确定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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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单个出现分析句意。 

（3）共同信息：寻找特殊信息捆绑。 

5.确定顺序： 

（1）时间顺序。 

（2）逻辑顺序（重点）： 

①观点+解释说明。 

②A 和 B。 

6.确定尾句：一定要对比。 

（1）因此、所以、看来、这„„引导的总结性尾句。 

（2）对策。 

7.从出题的套路上，如上两道题的下定义和背景引入不适合作尾句，应从内

容判断。 

8.有的同学认为一听就会，一做题就错，即“欠练”、练得不够，但课下练

习的前提为不能凭语感，只有按照正确的思维和方法解题，才能得到针对性的提

升。 

9.有的同学认为听第一遍课很懵，为正常情况，因排序题难且考点多，建议

大家课下多听两遍回放，掌握了思维和方法再去刷题。 

 

第二节  语句填空题 

【提问方式】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注意】语句填空题： 

1.国考中题量不大，一般为 2-3题。难度较高，近几年正确率往往在 50%左

右，为和对手拉开差距的题目。 

2.提问方式：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即一个文段可以“挖掉”

一句话。 

3.大家认为难的原因：很多同学做题喜欢“跟着感觉走”，可能会出现四个

选项均符合语感的情况，容易巧妙地避开正确答案，故不能只凭语感。 

4.应把握正确的解题思维和方法，根据横线的位置不同，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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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要点： 

横线在结尾： 

1.总结前文 

2.提出对策 

【注意】横线在结尾：类似于“分-总”结构。 

1.对前文进行概括、总结。 

2.前文提出问题，尾句填入解决问题的对策。 

 

【例 1】（2018 山东） 

农业危机根本上也是资源危机，关键是土地资源。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住房大

一点，然而，土地是有存量没有增量的要素，人类的需求却是没有止境的。所以，

更多的农业用地被工业侵占，更多的农村土地被城市侵占，农业危机的根源就在

这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了，已经没有改弦更张的

可能了。            。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因此，我们应该把为数不多的土地做成高附加值的东西 

B.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过度消耗资源的产业体系 

C.我们要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 

D.这就提醒我们：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在产业升级中要保护好农田 

【解析】1.横线出现在结尾。首句论述土地资源很关键。“然而”表转折，

“土地是„„就在这里”指出现在农业危机的根源为农业用地被侵占。“发达国

家„„可能了”说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改变的。横线处应依托前文的问

题提出对策，问题的症结/根源在于农业用地被侵占，则对策应为保护农业用地，

对应 D项，“农田”为“农业用地”的同义替换。 

A项：“高附加值”依然是进行商业开发，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不符合文

意，排除。 

B、C项：均未提及文段核心话题“保护农业用地”，排除。【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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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横线在结尾，对前文的问题提出对策、进行解决。 

2.文段主题词不仅是“土地”，而是“农业用地/农业土地”，即 D项的“农

田”。 

 

【例 2】（2019 国考） 

人口向城市迁移并不一定会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人口流入城

市，却没有优质的就业作为依托，就会导致城市的贫民窟化。只有经济结构根据

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转换，经济才会增长，并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收入才会随之

增加，人口才会向城市迁移。所以，            。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A.人口向城市迁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B.人口迁移率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C.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增加城市中的就业机会 

D.城镇化其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前提 

【解析】2.本题课堂正确率不算高，很多同学纠结于 C项和 D项，或四个选

项都不想选。横线出现在结尾，“所以”说明对前文进行概括总结。首句论述“人

口向城市迁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人口„„贫民窟化”说明不会带

来城市的发展，即对首句进行解释，依然论述“人口向城市迁移”和“经济发展”

的关系。 

“只有经济结构„„才会增长”通过“只有„„才„„”的必要条件提出要

转变经济结构，“并”表并列，“创造„„增加”说明文段的条件有两个，即调整

经济结构和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时，“人口才会向城市迁

移”。故横线前强调的核心话题为“人口向城市迁移”和“经济发展”。 

A项：“必然趋势”文段未提及，文段论述只有满足两个条件才会向城市迁

移，排除。 

B项：“人口迁移率”文段未提及，无中生有，文段未论述怎么衡量经济发

展，排除。 

C项：（1）“只有„„才„„”表示必要条件关系，而文段中“并”表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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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前后两个条件都要满足，从逻辑上选项不符合文意；（2）整个文段论述“人

口向城市迁移”和“经济”的关系，选项未提及“人口向城市迁移”，排除。 

D 项：有的同学认为选项未提及“人口向城市迁移”而误排，但“城镇化”

即城市化，“人口向城市迁移”为城市化发展的表现，当选。【选 D】 

 

【注意】 

1.若将 D项的“城镇化”改为“人口向城市迁移”，相信大家都能选对，为

本题的难点。当看到比较专业的词语，不能直接排除。 

2.本题需把握横线在结尾，作用为总结前文，前文探讨“人口向城市迁移”

和“经济发展”的关系。A项表述过于绝对；B项“迁移率”文段未提及；C项

逻辑错误，且未提及“人口向城市迁移”；锁定 D项。 

3.有的同学疑问于“并”后是否为带来的结果，但“并„„机会”若为结果，

文段应论述“就业机会才会增长”。而文段论述“只有„„才„„”，并列后省略

了“只有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4.言语题应对比择优。D项“城镇化”对文段的“人口向城市迁移”进行了

同义替换。 

 

【例 3】（2018 联考） 

传统文化，其幽静深邃堪比深深庭院，正是因为有最单纯、最本初的文化热

爱，路过之人才愿意叩开门扉，一探究竟。以或萌或雅的方式吸引人来，只是极

为关键的第一步，而最终决定大家能在这庭院之中停留多久的，还是文化本身的

魅力。因此，判断文化创意产品是否成功，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看能否将            

融会贯通。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幽静深邃的意蕴与单纯本初的文化热爱 

B.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国际潮流的一般走向 

C.极为关键的萌感与停留心中的高雅文化 

D.吸引人的巧妙形式与留住人的文化内核 

【解析】3.本题难度不大，横线出现在结尾，“因此”总结前文。“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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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提及两个方面，一靠形式吸引人，二靠本身的内容留住人，对应 D项。 

A项：对应文段首句，“因为”表因果关系，而选项“与”表并列，逻辑错

误，排除。 

B项：“国际潮流的一般走向”文段未提及，排除。 

C项：“萌感”表述片面，文段论述“或萌或雅”，且“高雅文化”表述片面，

文段论述“文化本身的魅力”，也包含通俗的文化，排除。【选 D】 

 

【例 4】（2018 吉林） 

也许，谁也不会想到，“握手”这件在当今世界人际交往中发挥着很大作用

且畅通无阻的“法宝”，在古代的中国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众所周知，中国古

人常用的见面礼仪是“作揖”，即两人相见，抱拳拱手，躬身施礼，更为隆重的

见面礼仪便是跪拜乃至磕头。而“握手”却与丧葬有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说，            。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古人对握手的使用发挥了想象力 

B.握手在古代是一个不吉利的动作 

C.现代握手礼仪是近代从西方传入 

D.握手不大可能促进人与人的交流 

【解析】4.横线出现在结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均可体现对前文进

行概括总结。首句出现转折词“却”，强调在古代中国握手耐人寻味。“众所周

知„„磕头”即在古代当官，需要向领导下跪。“而‘握手’„„有关”中“却”

表转折，强调握手在古代代表丧葬，对应 B 项。 

A项：“想象力”既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文段重点强调在古代握手是

不好的，排除。 

C项：“现代”非重点，文段首句的转折词“却”强调古代，后文的“却”

依然论述古代的情况，排除。 

D项：文段重点强调古代，若选项补充“古代”则表述正确，首句论述握手

在现代是人际交往的“法宝”，选项范围扩大，排除。【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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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有的同学认为文段论述“中国古人”，B项未提及“中国”，但四个选项均

未提及“中国”，故无需纠结。C、D项从时态上即可排除；A项“想象力”有好

有坏；锁定 B项。 

2.选 C项的同学认为从语感上很顺口，但横线处对前文进行总结，前文的重

点为通过两个“却”强调古代握手不吉利。 

3.前四题重点把握横线出现在结尾，总结前文，得出结论。 

 

理论要点： 

横线在开头： 

需概括文段的中心内容 

【注意】横线在开头： 

1.相当于“总-分”结构，需概括后文的中心内容。 

2.做题应忠于文段，如很多同学问“握手”这件事到底好不好，但无需关注

好与不好，关键在于文段的观点。 

 

【例 5】（2017 国考） 

陨星体冲入地球大气圈的速度各有不同，这取决于            。如果它正

对着地球运动，那么冲入的速度是最大的，可达到每秒 70公里。这种迎面而来

的陨星体，即使有几万或几十万吨重，也会在地球大气圈中被完全破坏。相反，

“追赶”地球或被地球“追赶”的陨星体的冲入速度最小，每秒大约 11公里，

这种相对“慢”的陨星体的残体，就能到达地球表面，成为陨石。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A.陨星体在星际空间的运动方向 

B.陨星体的主要组成成分和质量 

C.陨星体与地球大气圈的摩擦面积 

D.陨星体在星际空间中的初始速度 

【解析】5.横线出现在开头，后文对横线处进行解释说明。“如果„„完全

破坏”论述正对着地球运动时冲入的速度是最大的。“相反„„成为陨石”论述



 

34 

 

“追赶”地球或被地球“追赶”的陨星体的冲入速度最小。故后文列举两种相反

的情况，区别在于方向不一致，对应 A项，强调“方向”。 

B项“成份和质量”、C项“摩擦面积”、D项“初始速度”均与“方向”无

关，排除。【选 A】 

 

【注意】本题和数学有紧密的联系，“正对着运动”为行程中的相遇问题，

“追赶”为行程中的追击问题。 

 

【答案汇总】1-5：DDDBA 

 

【例 6】（2018 广西） 

            。20世纪建筑材料与修建技术往往不同于古代传统技艺，必

须研究和开发符合不同修建类型的专门修复手段，不仅要保存有代表性的原材料，

也要重视针对 20世纪材料老化的详细调查。马德里文件强调：重建一个完全消

失的遗产地或者某个部分并不是保护。作为历史的见证，一个遗产地的文化价值

主要基于它原真的或重要的材料特征。在可持续予以重视的当下，文化价值不能

因采用节能措施、智能等新技术而遭受负面冲击。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A.20世纪建筑遗产有其真实性与完整性 

B.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离不开技术层面及文化层面的综合把控 

C.保护 20世纪遗产与保护古代遗产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D.建筑遗产的价值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还在于其文化意义 

【解析】6.本题难度较大。横线出现在开头，后文对横线处进行解释说明。

“必须”引导对策，“20世纪„„详细调查”强调对 20世纪的建筑要开发专门

的修复手段、修复技术。后文引用“马德里文件”的内容，“马德里„„负面冲

击”强调我们要保护文化，让文化不能遭到负面冲击。故横线后包括两个方面，

即修复技术和保护文化，对应 B项。 

A项：若当选，后文应论述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体现在哪个方面，而文段

论述怎么保护遗产，一靠技术，二靠文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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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保护 20 世纪遗产”范围扩大，未提及“建筑”，且“同等重要”不

符合文意，文段强调怎么保护遗产，排除。 

D项：有的同学认为读完后文发现文化很重要而误选，即很多同学习惯将后

文当作重点，但文段包含两方面，“20世纪„„保护”强调必须要有技术；“作

为历史„„负面冲击”论述要保护文化，（1）“在于其文化意义”表述片面；（2）

文段通过“必须”引导对策，强调怎样保护建筑遗产，而非单纯强调重要性；（3）

“建筑遗产”范围扩大，文段论述保护的对象是“20世纪建筑材料”，排除。【选

B】 

 

【注意】横线在开头，对后文内容进行概括总结。故做题不能只针对某个部

分进行选择，答案应概括整个后文的内容。 

 

理论要点： 

横线在中间： 

1.注意与上下文的联系 

2.把握好主题词，保证与文段话题一致 

【注意】横线在中间：相当于承上启下。 

1.注意与上下文的联系。 

2.把握好主题词，横线处的话题要保证与文段话题一致。 

 

【例 7】（2018 广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都需要抓好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个重点。但不该忘记的是，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很重要

的一个出发点应该是            。虽然当前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

降到 9%，但一产内就业人数的比重仍占 28%。即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提高，

也仍会有几亿人留在农村。从长远看，若想让农村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既需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农民留在城市，但

同样重要的是，要为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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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 

B.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C.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D.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解析】7.横线出现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表转折，横线处

应表示出发点。后文对横线处具体展开/介绍/解释，“即使„„农村”论述农村

人口依然很多。尾句论述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问题，出现第二个“但”，转

折后依然论述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问题，对应 B项。 

A、C项：文段均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D项：（1）“城镇化”对应“随着”后的内容，为背景表述；（2）文段论述

要解决的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问题，选项不符合文意；（2）后文出现“但”，

说明选项对应转折前的内容，排除。【选 B】 

 

【例 8】（2018 新疆兵团）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已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不仅改变着生产、生活方

式，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通过网络反映诉求、进行监督、提出建议，

相对于传统方式更加高效便捷，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可以说，互联网

已经成为群众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即使是一条微博、一个跟

帖，都可能代表一些人群的巨大诉求，都可能寄托一批群众的莫大关切。领导干

部应主动走进网络，“面对面”地与网民交心，“键对键”地倾听网民声音，畅通

民情民意的网络渠道，切实将人民的智慧和诉求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施政之源。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B.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C.以人为鉴知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 

D.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解析】8.横线出现在中间，选项出现四句话，若不知道四句话的意思，可

可能会选错，但不难理解。“随着”交代背景。“可以说”对前文进行概括总结，

“互联网„„平台”说明在座的各位同学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微博表达意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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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提出对策，“主动走进网络„„施政之源”强调领导干部要倾听民意。故横

线处应体现倾听民意非常关键、重要，对应 D项，指知道屋子漏雨的是屋子下面

的人，知道政治上有过错的人是在草野中的人，即群众。 

A项：指小的蚂蚁洞穴可以让千里之堤毁于一旦，强调细节很重要，而文段

强调倾听民意很重要，排除。 

B项：指防止人民说话、批评，胜过于防止河川引起的水患，强调不让百姓

说话必有大害，说明要让百姓发表意见，若当选，文段应论述现在政府不听百姓

的意见，即百姓无法发表意见，可能一上网就被屏蔽，而文段并无此意，排除。 

C项：强调借鉴历史，文段未提及，排除。【选 D】 

 

【注意】 

1.有的同学根据文段“一条微博、一个跟帖”而误选 A项，但横线后强调的

重点是代表群众的诉求，领导干部需要做的是倾听群众的诉求。 

2.通过本题可以进行素材积累，如写文章想表达倾听民意很重要，可表述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文段尾句表述得很好，“面对面”“键对

键”很形象。 

 

【答案汇总】6-8：BBD 

 

 

【注意】语句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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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问方式：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2.横线在结尾： 

（1）总结前文。 

（2）提出对策。 

3.横线在开头：需概括后文的内容。 

4.横线在中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1）注意与上下文的联系：把握文段核心话题。 

（2）把握好主题词，保证与文段话题一致。 

5.课程中选择的语句填空题有几道可能难度较高，不能被正确率影响自己的

状态，重点把握每道题的考点。 

 

拓展 2（2017四川） 

①该卷长 525厘米，宽 25.5厘米，是北宋晚期张择端所画 

②当时京师风俗，清明节日要出城上坟祭扫，同时也是群众性郊游的日子 

③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徽宗年间游学于京师 

④这时四郊景色正好，东郊沿汴河一带游人尤其多，“上河”成为一时风尚 

⑤《清明上河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全卷描绘清明节日前往汴河一带游

览所见到的情景，十分细致而生动 

⑥所谓“上河”，就是前往汴河游览的意思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③⑤④⑥②① 

B.⑤①③②④⑥ 

C.③②⑤⑥①④ 

D.⑤②⑥④①③ 

【解析】拓展 2.本题课堂正确率较高。有的同学做排序题依然喜欢“跟着

感觉走”。 

方法一：从选项入手，确定首句，对比③⑤，③和⑤话题不一致，不易判断。

此时找其他线索，①“该卷”为指代词，前文应提及画卷；⑤提及“《清明上河

图》”“全卷”，故⑤①捆绑，对应 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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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④出现指代词“这时”，对应②“当时”，②④通过指代词捆绑，⑥

解释“上河”的意思，可作为尾句，锁定 B 项。 

方法三：①和③论述“张择端”，故①③相连；④和⑥均提及“上河”，故④

⑥相连，锁定 B项。【选 B】 

 

【注意】本题解题方法和线索很多，“条条大路”都能通正确答案。 

 

拓展 3（2017四川） 

核聚变能够为全世界提供急需的清洁能源。据估计，1公斤核聚变燃料所提

供的能量相当于 1000 万公斤化石燃料。但一直以来，核聚变实验都面临一大挑

战，            。最近，美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产出超过消耗”的核聚变反应，

他们借助 192 台世界上功率最大的激光器，对一个小氢球加热到数百万摄氏度。

在随后的几纳秒时间里，小氢球发生爆炸，所释放的能量超过引发核聚变消耗的

燃料。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即引发核聚变所需的能量超过最后产生的能量 

B.即很少有国家能独立承担实验所需的巨额成本 

C.即全球主要国家就核反应堆的建设方案尚未达成共识 

D.即核聚变所需的燃料并不像之前设想的那样容易获取 

【解析】拓展 3.本题课堂正确率比较高，D 项为易错项。横线出现在中间。

首句引出核聚变能提供清洁能源，并通过列数据进行举例说明。“但”表转折，

横线处应体现挑战的具体内容。“最近„„反应”中“首次实现”说明已经取得

突破，故以前面临的挑战是消耗大于产出，对应 A项，“引发核聚变所需的能量”

即消耗的能量，“超过最后产生的能量”说明消耗大于产出。 

B 项“巨额成本”、C 项“尚未达成共识”、D 项“并不像之前设想的那样容

易获取”均和后文衔接不当，排除。【选 A】 

 

泥萌学会了嘛？ 

①语句排序题的解题思维 



 

40 

 

②确定首句、捆绑集团、顺序、尾句的方法与应用 

③语句填空题的解题思维和技巧 

【注意】 

1.本节课重点讲解语句排序题的解题思维。 

2.确定首句、捆绑集团、顺序、尾句的方法与应用。 

3.语句填空题的解题思维和技巧。 

 

【答案汇总】语句排序题 1-5：DDBBC；6-10：AADCC；11-15：AABDB；16：

D；接语选择题 1-5：DDDBA；6-8：BBD；拓展 1-3：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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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Be your better 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