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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科类文章解题步骤

（1）读文本/读题目
①重点抓住里面的关键词句。例如重点概念、“最”“几乎”等表示范围、程度的字词
以及标明作者观点态度的字词，特别是“因此”、“总之”等字眼后面的词句。
②在阅读材料中尽量划出每一段的关键句，能代表本段段意的句子。
③关注论证结构和论证方法。

（2）解答题目：
①定位法：找到选项里关键词所在区间
②比对法：将选项与材料中的句、段细加比较，看替换的词语是否符合文意。
③排除法：择优选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1～13题。
       古人崇尚青色，将其与许多美好的物象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又被称为“青年”,正当年少是“青葱岁月”,康洁奉公的官员是“青天
”,技艺高超为“炉火纯青”,任途亨通乃“平步青云”“青云直上”。被重视或喜爱除了所谓受到“青睐”,还可说成得到“青眼”“
垂青”。史书亦可谓“青史”“汗青”,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汉青”,往往被古人视为无上的荣耀。世间有五光十色，古人
为何独对青色分外垂青呢?

       中国的先人们将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统一划分为“木火金土水”,即“五行”。人们对这五种自然物质的色彩加以观察和总结，由
此产生了“青赤白黄黑”,即“五色”。《释名·释采帛》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说文解字》解释：“青，东方色也。”
具体而言，青色五行属木，而木象征着具有生长的特性的植物，关乎春季和东方。春季象征一年之始，东方则象征一日之始，故青色
便象征着“生”的希望与开始。可以想象，与远古先民的环境最休成相关的颜色是青色---- 头顶青天，身傍碧水，放眼望去是葱葱郁
郁的植被，无时无处不被青色所濡染和包围。在长久的无意识的共生中，青色漫染了古人的色彩观，并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观。
对于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来说，青色的寓意古朴、庄重而神圣。
     “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当青色以文字、意象的形式融入艺术创作时，它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过渡段)

       漫漫华夏文学史亦可称为一部青色的“劳模史”。有人统计过陶渊明、李白、苏轼三位文豪共计2800  多首使用色彩词的诗歌，其
中提及青色就有709处，数量居所有颜色之首。历代文人墨客撷草木之色，集 山川之彩，铺陈设色，借色传情，或述一已之志，寄托
人生理想，或抒一腔深情，感叹离愁别绪……乐此不疲地把各自对青色的推崇诉诸笔端，并将之巧妙地融于不同意境的创造，赋予青
色独特且丰富的审美内涵 。
   “诗画本一律”青色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丹青”之名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传统绘画中，无论是文人雅士创作的山水画，还是民间
艺人创作的宗教壁画，艺术家们都格外关注颜料中的音、绿。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山水画的主色调就是青绿色。     作为中国文化名片
的瓷器，也与中华民族“尚青”的传统密不可分。特别是宋代，青瓷制通发展至癫峰，宋人理性、沉静、悠远、淡泊的品格和青色冷
静、阴柔、素雅、含蓄的特点完关契合，直观映照了色彩审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发展脉络。

      此外，历史悠久且广泛应用于民间的蓝印花布，也和中国布农“青衣蓝移”的现象一起构成了中国古 代服饰文化的“人多势众”,
成为国人“尚青”观念的另一个注脚。
     青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颜色，它温润而不虚浮，灵动而不张扬，清爽而不单调。随着时间的推移，青色也将陪伴着我们不断创
造出更加多姿多彩的情感牵念。
(选自云海《华夏千年一抹青》,有删改)

22年真题再现



       ①古人崇尚青色，将其与许多美好的物象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又被称为“青年”,正当年少是“青葱岁月”,康洁奉公的官员是“
青天”,技艺高超为“炉火纯青”,任途亨通乃“平步青云”“青云直上”。被重视或喜爱除了所谓受到“青睐”,还可说成得到“青眼
”“垂青”。史书亦可谓“青史”“汗青”,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汉青”,往往被古人视为无上的荣耀。世间有五光十色，

古人为何独对青色分外垂青呢?//

(点明观点：古人崇尚青色并提出问题：古人为何独对青色分外垂青呢?)【举例论证】
      ② 中国的先人们将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统一划分为“木火金土水”,即“五行”。人们对这五种自然物质的色彩加以观察和总结，
由此产生了“青赤白黄黑”,即“五色”。《释名·释采帛》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说文解字》解释：“青，东方色也。
”具体而言，青色五行属木，而木象征着具有生长的特性的植物，关乎春季和东方。春季象征一年之始，东方则象征一日之始，故青
色便象征着“生”的希望与开始。可以想象，与远古先民的环境最休成相关的颜色是青色---- 头顶青天，身傍碧水，放眼望去是葱葱
郁郁的植被，无时无处不被青色所濡染和包围。在长久的无意识的共生中，青色漫染了古人的色彩观，并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观。

对于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来说，青色的寓意古朴、庄重而神圣。/

（分析问题：解读古人崇尚青色的原因）【引用论证】
     ③“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当青色以文字、意象的形式融入艺术创作时，它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过渡段)

              是下面内容的总起部分。总述“有意味的形式”
    ④   漫漫华夏文学史亦可称为一部青色的“劳模史”。有人统计过陶渊明、李白、苏轼三位文豪共计2800  多首使用色彩词的诗歌，
其中提及青色就有709处，数量居所有颜色之首。历代文人墨客撷草木之色，集 山川之彩，铺陈设色，借色传情，或述一已之志，寄
托人生理想，或抒一腔深情，感叹离愁别绪……乐此不疲地把各自对青色的推崇诉诸笔端，并将之巧妙地融于不同意境的创造，赋予
青色独特且丰富的审美内涵 。
   ⑤“诗画本一律”青色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丹青”之名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传统绘画中，无论是文人雅士创作的山水画，还是民
间艺人创作的宗教壁画，艺术家们都格外关注颜料中的音、绿。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山水画的主色调就是青绿色。
     ⑥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的瓷器，也与中华民族“尚青”的传统密不可分。特别是宋代，青瓷制通发展至癫峰，宋人理性、沉静、悠远、
淡泊的品格和青色冷静、阴柔、素雅、含蓄的特点完关契合，直观映照了色彩审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发展脉络。
     ⑦ 此外，历史悠久且广泛应用于民间的蓝印花布，也和中国布农“青衣蓝移”的现象一起构成了中国古 代服饰文化的“人多势众
”,成为国人“尚青”观念的另一个注脚。//

( 4-7分别从诗歌文字、绘画、瓷器、花布四个角度分别论述青色融入艺术创作，也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具体体现)
   ⑧青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颜色，它温润而不虚浮，灵动而不张扬，清爽而不单调。随着时间的推移，青色也将陪伴着我们不断

创造出更加多姿多彩的情感牵念。//总结青色的特点及发展前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1～13题。
       1古人崇尚青色，将其与许多美好的物象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又被称为“青年”,正当年少是“青葱岁月”,康洁奉公的官员是“青
天”,技艺高超为“炉火纯青”,任途亨通乃“平步青云”“青云直上”。被重视或喜爱除了所谓受到“青睐”,还可说成得到“青眼
”“垂青”。史书亦可谓“青史”“汗青”,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汉青”,往往被古人视为无上的荣耀。世间有五光十色，
古人为何独对青色分外垂青呢?

       2中国的先人们将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统一划分为“木火金土水”,即“五行”。人们对这五种自然物质的色彩加以观察和总结，由
此产生了“青赤白黄黑”,即“五色”。《释名·释采帛》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说文解字》解释：“青，东方色也。”
具体而言，青色五行属木，而木象征着具有生长的特性的植物，关乎春季和东方。春季象征一年之始，东方则象征一日之始，故青色
便象征着“生”的希望与开始。(T11A)可以想象，与远古先民的环境最休成相关的颜色是青色(11B)---- 头顶青天，身傍碧水，放眼望
去是葱葱郁郁的植被，无时无处不被青色所濡染和包围。在长久的无意识的共生中，青色漫染了古人的色彩观，并进一步影响了他们
的审美观。(11C)对于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来说，青色的寓意古朴、庄重而神圣。(11D)

     3“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当青色以文字、意象的形式融入艺术创作时，它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
      4漫漫华夏文学史亦可称为一部青色的“劳模史”。有人统计过陶渊明、李白、苏轼三位文豪共计2800 多首使用色彩词的诗歌，其
中提及青色就有709处，数量居所有颜色之首。历代文人墨客撷草木之色，集山川之彩，铺陈设色，借色传情，或述一已之志，寄托
人生理想，或抒一腔深情，感叹离愁别绪……乐此不疲地把各自对青色的推崇诉诸笔端，并将之巧妙地融于不同意境的创造，赋予青
色独特且丰富的审美内涵 .(12A)

   5“诗画本一律”青色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丹青”之名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传统绘画中，无论是文人雅士创作的山水画，还是民间
艺人创作的宗教壁画，艺术家们都格外关注颜料中的音、绿。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山水画的主色调就是青绿色。(12C)   

 6 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的瓷器，也与中华民族“尚青”的传统密不可分。特别是宋代，青瓷制通发展至癫峰，宋人理性、沉静、悠远、
淡泊的品格和青色冷静、阴柔、素雅、含蓄的特点完关契合(12B)，直观映照了色彩审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发展脉络。
      7此外，历史悠久且广泛应用于民间的蓝印花布，也和中国布农“青衣蓝衫”的现象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人多势众”,
成为国人“尚青”观念的另一个注脚（12D）。
     8青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颜色，它温润而不虚浮，灵动而不张扬，清爽而不单调。随着时间的推移，青色也将陪伴着我们不断
创造出更加多姿多彩的情感牵念。
(选自云海《华夏千年一抹青》,有删改)

22年真题再现



11. 下列对古人崇尚青色原因的理解分析，符合文意的是                                  (   )A.  青色五行属木，
属东方之色，代表生长，象征希望与开始。B.  远古先民将情感寄托于色彩，其生存环境与青色休戚相关。C.  在与青色

的有意识共生中，青色成为人们审美中的重要色彩。D.  青色是古代农耕文明的载体，其寓意影响着人们的价

值观。

12. 下列对文中“有意味的形式”具体表现的解读，不正确的是                           (   )A. 历代文人墨客借
青色寄托人生理想，创设诗词意境，丰富审美内涵。B.   宋代青瓷，反映出宋人的品格追求与青色本身色彩特点的完美

契合。C.   中国传统绘画主色调为青绿色，这是尚青审美情趣在绘画中的体现。D. “蓝印花布”和“青衣蓝衫”一
起承载着众多中国人崇尚青色的情感。

13. 下列对文段写作方法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开门见山点明观点，论据充足，论

证过程条理清晰。B.   采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等方法，论述古人尚青现象。C. 感性表述和理性分析相结合，

语言凝练、典雅、厚重。D.  按照层层递进的方式组织材料，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三)现代文阅读
能阅读社科类文章、科普类文章、人物传记、新闻、诗歌、
散文、小说、戏剧等。
1.理解
(1)理解文中的人物、事件、事物、事理、观点、情感等。
(2)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含义。
2.分析综合
(1)理清写作思路，划分文章层次。
(2)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3)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4)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
3.鉴赏评价
(1)鉴赏作品中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
(2)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考纲要求



考情回顾
【20年】

14. 下列对文章中“疫苗”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15.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正确的是  

 16. 下列对文章写作特点的分析，正确的是

 【21年】

14. 下列关于文中“光子”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是

15.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符合文意的是

16. 下列对文章写作特点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22年】

14. 下列关于“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的说法，符合文意的是     

15.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符合文意的是

16. 下列对文章写作特点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规律：
1.文章中重要概念，专业
名词的理解或表述。
2文章内容的理解，主要侧
重作者的观点态度或者某
些细节的替换转述。
3说明文文体特征的考查，
集中于说明方法、顺序、
语言特点等。

方方
法法

掌握文体特点

读懂文本



一、科普类文章阅读的文体特点



              

速读、
标注

二、科普类文章解题步骤

（1）读文本/读题目
①重点抓住与文章的核心内容密切相关的词语。例如重点概念、“最”“几乎”等表示
范围、程度的字词、时表明态以及标明作者观点态度的字词，特别是“因此”、“总之
”等字眼后面的词句；在文中有高度的概括力，或者显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或者感情倾
向特别强烈，这样的词语也是重要的词语。
②在阅读材料中尽量划出每一段的关键句，能代表本段段意的句子。
③关注文章的结构、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以及语言特点。

（2）解答题目：
①定位法：找到选项里关键词所在区间
②比对法：将选项与材料中的句、段细加比较，看替换的词语是否符合文意。
③排除法：择优选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16题。        传染病指的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

一类疾病，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体 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它传染性强，致死率极高。为了消除天花，人
们经过多年探索，最终研发出牛痘 疫苗。1976 年，全球开始推行牛症疫苗接种，天花病毒的感染势头被大大
遏制，死亡率也有了明显的降 低，进而成功阻断了天花的传播。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根除天花，这是
人们用疫苗消除的第一种 传染病。传染病的传播离不开三大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人群。控制住其中
任意一项都可以组断传染 病的传播，而疫苗的作用就是保护易感人群。        那么,疫苗到底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
疾病的呢?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黏 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
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 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园子。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
法分子偷偷进入城内以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 歼灭，同时他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并在全城
张贴通鲜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消灭敌入。接种疫苗就是为了帮人的机体建立针对
某种疾病长期的防御力，以实现主动免疫。       如果未来新冠病毒疫苗上市了，是否就可以彻底消灭该病毒了呢
?个人观点认为，想法是可行的，但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一方面，相比于天花病毒这一类基因组稳定的 DNA病
毒而言，新冠病毒属于 RNA 病毒，更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这很有可能会让病毒本身的性质发生改变从而造成
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即使成功消灭了人群间的新冠病毒，也请不要忘记病毒依然附着于其天然宿主蝙
蝠身上。       疫苗的研发，需要时间以及科学家们的努力，不同种类的疫苗也因其原理、效果、安全性、制备工
艺等方面的不同各有利弊，在新冠病毒疫苗尚未面世前，大家能做的就是多休息、少聚集，均衡营养，适度运动
。 一方面提高自身免疫力，一方面降低传染可能性。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他人。                                                                                                                                        

(选自《光明日报》,作者钟柯，有删改) 

20年真题再现



14. 下列对文章中“疫苗”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牛痘疫苗是人们为了消灭

天花这种传染病而研发的。B.  疫苗通过保护易感人群来阻断传染病的传播。C.  疫苗可以帮助人的机
体实现对某种疾病的主动免疫。D.  不同种类的疫苗在原理、效果等方面大同小异。15. 下列对文章

内容的理解，正确的是                                                   (   )A.  只有将传染病传播的三大要素都控制
住，才可以阻断传染病的传播。B.  人的皮肤、黏膜可以确保人体不被细菌、病毒侵入。

C.  新冠病毒属于 RNA 病毒，所以疫苗对新冠病毒没有效果。
D.  即使成功消灭了人群间的新冠病毒，新冠病毒仍会在自然界存在。16. 下列对文章写作特点的分析，正确的是
A.  按照时间顺序说明了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过程，条理清晰。B.   表述简洁准确、幽默风趣，充分体现了说明文最
重要的语言特点。C.  运用了打比方的说明方法，使抽象的科学知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D.  全文先分别介绍两

种疫苗，再总结疫苗特征，形成分总结构。



近期研究成果表明，通过对比不同时期星系团周围气体温度，发现过去100亿年间，这些气体的温度 增加了近10估，
达到现在约200万摄氏度。那么,宇宙 在变热吗?实际上，宇宙绝大多数空间空无一物， 根其寒冷。然而，在一些字宙
天体如大阳附近，气体温度却高达百万摄氏度，前文所述的温度变化研究也 是指位于星系团周围的类似高温区域。宇宙
升温与地球上的温室效应没有关系，而是与宇宙演化有关。人 们发现这个秘密，经历了不断探索的过程。1924年，美
国天文学家发现，原来被认为处于稳态的宇宙竟然在不断膨胀，大爆炸宇宙论随之诞生。 根据这一理论，字宙在138亿
年前经历一次大爆炸后诞生，随后持续膨胀。在字宙诞生后早期，光子频紫  和电子碰撞，无法逃脱出去。在宇宙年龄
约38万年时，电子和离子结合产生了中性原子，光子得以“脱  耦”传到远处。随着字宙膨胀，早期光子波长不断被拉
长，现在已变到微波波段，形成“微波背景辐射”。 1964年，溪 国工 程师发现了来自字宙的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对
大爆炸宇宙学的直接验证。此后，人们对宇  宙诞生及演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脱耦”后，随着宇宙膨胀和冷却，光
子平均温度一直在降低，  目前宇宙中微波背景辐射温度大约 只有零下270摄氏度，这是字宙大多数空旷区域的温度。
然而，宇宙一开始就存在密度不均匀性，密度高 的地方慢侵吸引其他地方的暗物质和正常物质，诞生了第一代星系和恒
星。这个过程发生在宇宙各处，最 终形成一种由不同星系构成的网状结构，称为“宇宙网”,连接不同节点的结构称作
“大尺度纤维”,网状 结构围成的鲜有星系存在的区城叫“空洞”。目前许多天文项目和计算机模拟结果都已看到这种
结构，并 发现不断有气体被吸引聚积到这些纤维状结构上。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势能转化，气体速度变快，彼此相 互
碰撞，最后转化成气体的热能。随着时间推移，气体温度会不断增加，这就是宇宙大尺度结构形成理论 中的一个推断。
最近发表的这个结果，是结合观测数据，通过研究低温微波背景辐射光子和星系周围的高温热电子之 间发生的能量交换
过程，推算出字宙不同时期气体中电子的温度。正如科学家通过众多观测事实来验证广 义相对论的正确性，这个观测结
果对于宇宙大尺度结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验证，说明人们目前对宇宙图景的理解应该是可靠的。(选自《人民日报》,有
删改)

21年真题再现



14. 下列关于文中“光子”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是A.   中性原子的产生使光子得以“脱耦”,摆脱离子的束
缚传到远处。B.   早期光子波长不断被拉长变到微波波段，形成“微波背景辐射”。C.   随着宇宙的膨胀和冷
却，“脱耦”后的光子平均温度一直在降低。D.   低温微波背景辐射光子和星系周围的高温热电子之间发生

能量交换。

15.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符合文意的是A.   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影响，星系团周围的高温区域不断升温。
B.   宇宙在一次大爆炸后诞生，随后持续膨胀。这已得到科学验证。C.   气体不断被吸引聚积到“空洞”的过
程中，温度会不断下降。D.   现有观测数据和研究结果尚不足以验证宇宙大尺度结构理论。

16. 下列对文章写作特点的分析，不正确的是A.   开篇用研究成果引出“宇宙在变热吗”,引发读者关注和思
考，构思有新意。B.   第二段按照时间顺序，介绍探索字宙诞生及演化的过程，思路清晰。C.   采用列数字、
打比方、分类别多种说明方法，阐述了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形成。D.  运用严谨平实的语言，将难以理解的抽象

科学知识表达得明白具体。



    1浩瀚太阳系中，围绕太阳公转的不仅有八大行星，还有千千万万个头不等、形状各异、运行轨道不同的小行星。它
们在装点太空的同时，也带来撞击地球的风险和隐患。人们或许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但只要看着月球上大大小小的陨石
坑，就知道此类事件并不新鲜。之所以察觉不到，是因为人们记录这些事件的历史还太短。       2 大量证据表明，6600

万年前， 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墨西哥湾，生存了1.6亿年的恐龙 因此灭绝。2013年，一颗直径约18米的
小行星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约30公里高空爆炸，当量约相当于30颗广岛原子弹，导致近1500人受伤。这如果发生在
人口稠密地区，后果会更严重。可见，小行星防御与人类未来息息相关，各航天大国都在开展此项研究。       3 如果小行
星真要撞击地球应怎么办?科学家们设计了多种办法。第一招是使用核武器将小行星炸成碎块，但碎块可能还会飞向地球。
第二招是用飞行器拖走小行星，不过这对大尺寸小行星无能为力。第三招是利用激光烧蚀小行星，这一技术尚待发展。
第四招是利用万有引力，缓慢牵引小行星使其改变运行轨道，不过这需要较长预警时间。第五招是动能撞击，即利用飞
行器撞击小行星，使其瞬间改变速度，并逐渐偏转其轨道，这是目前最成熟可行的技术手段。      4 国外不久前发射了一
枚航天器，开展“双小行呈重定向测试任务”。这是人类首次进行小行星防御测试，也是动能撞击技术在深空中的首次
验证。该航天器重约550千克，将会在2022年10月“迪迪莫斯”双小行星系统接近地球时，以约6.6公里/秒的高速去撞
击该系统中的“小月亮”。就像地球有月球，有些小行星也有自己的卫星。“迪迪莫斯”就由一颗直径约780米的主星
和一颗直径约160米的“小月亮”组成。这颗“小月亮”像钟表指针一样运转，它每11小时55分钟环绕主星运行一圈。
预计撞击后，其绕转周期将缩短10分钟左右，届时人们可通过地面望远镜观测到绕转周期的改变。       5 这一任务设计得
相当巧妙。首先，选择的实验对象无论怎么受到撞击，未来几百年都不可能撞击地球，这是为了防止弄巧成拙，把本来
无害的小行星导向地球。其次，通过测量绕转周期改变量来评估撞击效果，这就规避了直接测量微弱速度改变的难题。
再者，撞击窗口选在2022年这颗小行星距地球仅1100万公里处，人们可利用地面光学和雷达望远镜对撞击过程进行全
程监测。同时，这一任务还计划开展柔性太阳能 帆板、新型电推进系统等多项新技术试验，为未来深空探索积累宝贵经
验。

    6防御小行星撞击是人类面对的共同任务，我国对此同样高度重视。国家把建设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作为未来重要航
天项目之一，提出“以石击石”“末级击石”等中国特色的小行星防御方案。期待我国未来 能够为防御小行星撞击、保
护地球家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选自李明涛《探索小行星防御新路径》,有删改
)

22年真题再现



14. 下列关于“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的说法，符合文意的是                          (    )A.  开展这项任务是为应
对“迪迪莫斯”2022年10月接近地球时带来的撞击风险。B.  这是人类首次进行小行星防御测试，是利
用动能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运行轨道。C.   “小月亮“遭到撞击后，预计环绕主星运行一圈的周期变为
11小时45分钟左右。D.   通过测量“小月亮”,绕转速度改变量来评估撞击效果，为未来深空探索积累
经验。15.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符合文意的是                                              (   )A.  恐龙的灭绝表明，体积
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B.    动能撞击作为最成熟最可行的手段，是人类防御
小行星撞击威胁的首选。C.  本次小行星防御测试会产生大量碎片，可能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D.  我国采用“以石击石”“末级击石”等中国特色方案建设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16. 下列对文章写作特

点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A.  条理清晰，结构紧凑，简要介绍小行
星防御系统的建设原因、方法和发展现状。B.  从月球到地球，全文按照空间顺序说明应对小行星撞击
威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C.  采用列数字、打比方、作比较等说明方法，介绍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
任务”D.  运用准确简明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将深奥抽象的科学知识表达得通俗易懂。





【学习目标】

       1、掌握材料作文之议论文的开篇引用分析材料的方法，
能够在开篇正确引材和亮明观点。
     2、了解议论文其它开篇的方法。

材料作文议论文的开篇实用技巧



    高考阅卷老师看作文，速度很快。所

以高考作文的开篇非常重要。

    写好开头，要快速切题，亮出观点，

富有文采。



       

【原题呈现】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听到一位女生的哭诉：父亲病危，母亲却对她保守秘密，让她错失了与父亲见上
最后一面的机会，原因是为了不影响她明天考试的情绪，而有个好成绩。伤心的她很
迷茫，不知该不该原谅自己的母亲。
   请结合社会人生，展开思考，有所探讨，自定观点，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700

字的议论文。注意：⑴自定题目；⑵不得抄袭。

    听到一位女生的哭诉：父亲病
危，母亲却对她保守秘密，让她错
失了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
原因是为了不影响她明天考试的情
绪，而有个好成绩。伤心的她很迷
茫，不知该不该原谅自己的母亲。
我想说，亲情比考试更重要。

开头病症一 ：照抄材料，机械呆板

    父亲病危，是和他见上

最后一面，还是去参加一堂

重要的考试？这是一道残酷

的选择题。作为女儿，毫无

疑义地，应该选择前者，因

为亲情难再续，考试可重来。



【原题呈现】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一颗小星星闯入漆黑的夜空。
    夜空：“你干嘛要来？”
    星星：“有我，你不再是一片漆黑。”
    夜空：“就这么一丁点儿光亮？”
    星星：“有了第一颗星星，就会有第二颗星星……”
    请结合社会人生，展开联想、有所思考，自定立意，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做一颗星星 

    我的耳畔时常响起泰戈尔《吉檀迦
利》里的名句：“如果错过太阳时你在
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错过
是人生最大的苦痛。
    是啊，我们一定不能错过哪怕一丁
点的星光，不能错过以自己的光亮引来
第二颗星的星星，这样，终有一天会看
到满天星光，有如太阳的灿烂。人生亦
是如此，我们一定要勇做第一颗星。

开头病症二   没有关联，不着边际

   敢为人先者，就好比闯入夜空、打破黑
暗的第一颗星。它的光芒虽然微弱，却能照
亮暗夜的一隅，并感召着第二颗星……它是
让人钦佩，让人仰望的。我们也要勇于做这
样的“第一颗星”。
   



       
             用自己的翅膀飞翔
    这是一个发展飞速、知识爆炸的年代，也
是一个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世界，每个生活
在大城市里的人，都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迈
着匆忙的步履，埋头苦干，都在追寻着自己瑰
丽的理想。我们经常会遭遇挫折，暴风雨随时
都可能到来，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磨砺自己，
锻炼自己，适应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并且都希
望有朝一日能飞上蓝天，展翅翱翔。有的鸟借
助大鸟的翅膀飞翔，有的鸟用自己的翅膀飞翔。
我们该选择哪一种飞翔的方式呢？我们年轻人
应该自力更生，独立飞翔，靠自己的能力在人
世间行走，而不能躺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做
一个可悲的“啃老族”。

【原题呈现】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有两种飞翔。一种是小鸟长大，用渐丰的羽翼飞翔；一种是小鸟尚幼，借大鸟的翅膀飞翔。
   你认同哪种飞翔？请设想情境，展开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记叙文或议论文。
开头病症三   长篇累牍  头重脚轻（ 250字）

    这是一个高速发展、
竞争激烈的时代。生活的
重压，让更多的人愿意选
择借翅飞翔。而我向往的
是，扇动自己的羽翼，搏
击风雨，独立地翱翔天空。



【原题呈现】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众所周知，一个能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
“宾大”）的学生，可以享受很多优质的社会资源：全球优
秀的教师、一流的人文环境、学术界和商政界优质的合作平
台、优先的实践和工作机会等。但这样的机会到底应该给予
谁？“宾大”有其“规章制度”：学习成绩占40%，综合素
质占40%，价值观占20%。
    2010年，“宾大”在中国为其国际特训班招生，一位奥
数尖子生让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有了以下对话（其中A为“
宾大”教授，B为奥数尖子）：

    A：“你读书读得那么好，是为了什么？”
    B：“为了挣钱。”
    A：“那挣钱又是为了什么？
    B：“为了周游世界。”
    A：“除了周游世界还想干什么？”
    B：“还可以买房子。”
    A：“买了房子还想干嘛？”
    B：“和父母一起住……”
    对话后，“宾大”十分干脆地拒绝了这位尖子生。
    读了上述材料，你有何感想和思考？请结合自身
体验或社会生活，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记
叙文或议论文。

从奥数尖子被拒说起
      我看过一个报道，颇有感触。
      “记者问放羊娃：你为啥放羊？
      “为了攒钱将来娶媳妇。”放羊娃回答。
      “娶了媳妇干啥？”
      “生娃。”   
      “那打算让娃将来干啥？”
      “放羊。”
      放羊娃，放羊、攒钱、娶媳妇、生娃，世世代代循
环往复，一成不变，在我们看来是个笑料。但反观自身，
入学，读书，考重点高中，读名牌大学，读研，考博，谋
职，挣钱，买房子，结婚，生子，然后抚养子女，子女又
上学……我们不也是在上演“放羊娃”的人生悲剧吗？只
不过我们身处都市而已。人懵懵懂懂地出生，忙忙碌碌的
学习，匆匆忙忙地工作，浑浑噩噩地生活，不明不白地死
去，全然不思考我们更大的社会价值，悲哉！

开头病症四  抛弃材料  另起炉灶



       

开头病症四：抛弃材料  另起炉灶

    一位奥数尖子生在国内是各所大

学争抢的宝贝，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的面试中，却遭遇了“滑铁卢”。原

因是他读书只是为了“挣钱”“周游

世界”“买房子”，这是一种“小我

”的价值观。须知，社会需要我们摒

弃小我，树立大我，追求无我。      

【原题呈现】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众所周知，一个能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
“宾大”）的学生，可以享受很多优质的社会资源：全球优
秀的教师、一流的人文环境、学术界和商政界优质的合作平
台、优先的实践和工作机会等。但这样的机会到底应该给予
谁？“宾大”有其“规章制度”：学习成绩占40%，综合素
质占40%，价值观占20%。
    2010年，“宾大”在中国为其国际特训班招生，一位奥
数尖子生让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有了以下对话（其中A为“
宾大”教授，B为奥数尖子）：

    A：“你读书读得那么好，是为了什么？”
    B：“为了挣钱。”
    A：“那挣钱又是为了什么？
    B：“为了周游世界。”
    A：“除了周游世界还想干什么？”
    B：“还可以买房子。”
    A：“买了房子还想干嘛？”
    B：“和父母一起住……”
    对话后，“宾大”十分干脆地拒绝了这位尖子生。
    读了上述材料，你有何感想和思考？请结合自身
体验或社会生活，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记
叙文或议论文。



    “引论”部分最容易犯的毛病：

开头病症一    照抄材料，机械呆板

开头病症二    没有关联，不着边际

开头病症三    长篇累牍， 头重脚轻

开头病症四    抛弃材料， 另起炉灶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弊病：

1、亮出的观点不够鲜明有力；

2、材料和观点之间缺乏有机过渡，观点和材料成为“两张皮

”，两者毫不相干。



    材料议论文写作，切忌开头不引述材料。如果整篇文章不见所给材

料，作文与所给材料和写作要求就无法直接联系起来，产生一种另起炉

灶的感觉，因此，给材料议论文一定要一开篇即要引述材料，论证时还

要回扣材料。

    引述材料，应作一些技术加工，凡材料中与论点关系不大或毫不相

干的内容都要淡化或删去，而材料中与论点密切相关或明确表达观点的

内容则要强调和突出，使材料的引述和提出的论点保持一致，达到“论

点源自材料，材料生发论点”的要求。

    注意：尽量不用“读了这则材料”、“看了这幅漫画”之类的话代

替对材料的引述。绝不能“最近读了一个故事”之类的，这是当面撒谎，

因为材料就在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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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12502411500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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