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答案

第一单元

 技法实战 1

【意象】：暮天、枫叶（霜叶）、孤城、

独鸟、渡口、月、捣寒衣

【意象类型】

植物类：枫叶（霜叶）  

动物类：独鸟

自然现象类：暮天、月

时令节日类：捣寒衣

特定地点类：渡口、孤城

【鉴赏短文】

作者运用了多种意象来表达自己

复杂的情感。运用“暮天”“霜叶”

两个意象写出作者在暮色中独自在旅

舍外伫立凝望，看到霜叶变得稀稀落

落，就要凋尽了的场景，这两个意象

组成的深秋之景，暗示了时光的流

逝，透露出作者凄冷的心境和离别故

乡的情思。“孤城”“独鸟”两个意

象写出了作者在凝望中发现城门也关

闭了，独鸟也远远飞去，表达作者在

这种冷落的氛围中的孤苦之情。“渡

口”“月”写出了随着时间推移，夜

幕降临，一轮新月在渡口冉冉上升，

可渡口边没有归家的渔船，此景触动

了作者的思乡情绪。至此作者的乡情

愁思已到达顶点。最后以“捣寒衣”

这个意象写出了作者由寂静夜空中的

清亮的砧声联想到家中的亲人此时正

在做什么，写出了作者此刻凄清的乡

思，缠绵的苦情，拂之不去，剪之不断，

正是“乡心欲绝”。

 技法实战 2

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

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

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

 技法实战 3

楼上黄昏欲望休
——也谈“黄昏”意象

“黄昏”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

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写出了一

位思妇独自立于黄昏中期盼丈夫归来

的情景，由此“黄昏”这一意象和“哀

怨”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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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伤时之哀怨。“渐黄昏，清

角吹寒，都在空城”“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黄昏”这些诗句中，黄昏不只是时间

的变化，更暗示着作者对国家和时局

的忧虑，“黄昏”成了主人公寄托自

己忧国伤时情感的载体。

思乡恋土之哀伤。黄昏正是合家

团圆，共享天伦之时，而对于征夫游

子们来说，黄昏却是最难排遣的惆怅

时光。“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

海风秋”“无一语，对芳尊，安排肠

断到黄昏”，想见故乡却不见故乡，

所以只能将对故乡的思念寄托在了这

苍凉冷落的黄昏中。

思念亲人的哀叹。“梧桐更兼细

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

一个愁字了得”，“黄昏”已使人愁，

更有“细雨”对“梧桐”的点滴敲打，

怎能不让人对亲人的思念更加一层。

“凝情立，宫殿欲黄昏”“胧月黄昏

亭榭，池上秋千初架，燕子说春寒”，

宫女们在黄昏时刻感叹人生的凄凉与

不易，只能将对亲人的思念诉诸黄昏。

在我国传统诗歌中，黄昏是冷色

调的，它往往和孤寂、感伤、悲愁等

情感联系在一起，黄昏最难排遣，因

此黄昏这一意象具有了悲凉这一永恒

的象征意义。

 技法实战 4

诗歌的最后两句表达了作者内心

复杂的思想情感。从注释中可以看出

“小乌巾”为隐士的标志，杜诗最后

两句说道“何时占丛竹，头戴小乌巾”，

表现出作者求仕于长安未果便有了归

隐之心，但强烈的爱国、报国之情使

得他想要归隐却又放不下家国，放不

下百姓，表达了作者对仕途的迷茫，

对归隐生活有所向往却又不愿离开仕

途的纠结心情。

 技法实战 5

本诗在外在结构上很好地体现了

“起承转合”的特点。“起”句直接

称赞李白的诗歌冠绝当代。“承”句

承接前面的称赞，进一步赞美李白的

诗像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样俊逸。

“转”的部分由上面对李白的称赞转

到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地之景，表

达的正是对李白的思念。“合”句引

出了作者的热切希望“什么时候才能

再次欢聚，像过去那样把酒论诗”。

从内在结构来看，整首诗以“情感”

结构全诗，从赞美到思念再到最后的

期盼，情感变化多样。整首诗“起承

转合”自然流畅，表达的情感自然动人。

 技法实战 6

两首词虽然都用到了刘裕的典

故，但用意却不同。《风流子·京口

怀古》写刘裕在凌歊台上大宴群臣，

气势远远超越当年的汉帝，正用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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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表现英雄的辉煌战绩最终成为历

史陈迹，寄寓了兴亡之慨，同时抒发

了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叹，重在突出对

历史的深刻反思。《永遇乐·京口北

固亭怀古》写刘裕“金戈铁马，气吞

万里如虎”反用典故，借以表达对南

宋统治者偏安一隅的不满，同时抒发

对英雄的仰慕之情和收复失地、建功

立业的渴望。两首词中的刘裕虽然都

是英勇善战、开国建业的英雄形象，

但作者借此历史人物表达的情感却完

全不同。

 技法实战 7

本诗的情感是通过多样的表现手

法呈现出来的。首先全诗采用借物喻人

的手法，借棕榈被割剥过甚以至于过早

枯死的不幸，来喻指蜀中百姓横遭暴敛

而生存无路的惨状，含蓄蕴藉，表现出

对动荡时局的担忧、对官府盘剥的激愤

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同时还运用了对

比的手法，在对棕榈被剥前后的情况的

对比中，有力证明了再顽强的生命力也

经不起无休止的割剥摧残，表达了作者

的痛惜和愤慨之情。由此可见，本诗表

现手法多样，运用巧妙。

 技法实战 8

“于虚处传神”是这首诗歌中虚

词使用的特点。它既能曲尽其妙地表

现出作者的口吻、神情，又能恰如其

分地表达出诗作的思想内涵。其中，

“确”含义为“的确、确实”。“读

书确有得”写读书必须思考、钻研，

确有不随俗浮沉的心得，强调在阅读

中确实有心得、收获才能写出好文章。

“当”为“应该”。“落笔当孤行”

写挥毫落笔应当有独创的见解。“当”

强调文学要有独创性，与上文“真性情”

相呼应，体现了诗作的思想内涵。“苟

非……谁复……”意为“假如不是……

谁又能……”。“苟非不朽物，谁复

输精诚”写假如文字无传世不朽的功

效，谁又肯以真诚的态度从事这一事

业呢？强调对文字的“精诚”。文字

被视为“不朽物”，“苟非……谁复……”

以反问的口吻出之，语势更遒劲，语

气更确定不移。“庶几”为“也许”

的意思。最后两句“庶几待来者，神

采千年生”，展望身后，充满自信。

干一番光辉卓荦的事业，留一些特立

独行的文字，也许即使千年之后，他

的精神、风采也仍然活在人间。“庶几”

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自信。

 技法实战 9

二者表达的情感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自许封侯在万里。

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和“塞上

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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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写到了伟大的抱负。“自许封侯

在万里”“塞上长城空自许”字里行

间表现了作者对抗金报国、建功立业

的渴望。“鬓残”“衰鬓”又蕴含了

理想落空、壮志未酬的伤感之情。

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同时这两处情

感又有所不同。“自许封侯在万里。

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写出了自

己不被理解的慨叹，更突出了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的心境。而“塞上长城空

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着重表达的

却是作者壮志未酬却已年老鬓衰的悲

愤。虽然二者都出自陆游之手，但在

比较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细微

的情感差别。

 技法实战 10 

毛晋评叶梦得“不作柔语殢人”

的观点，点出了本词豪放的风格特征，

很是贴切。毛晋这句话是说叶梦得作

词不用温柔的语言纠缠人，也就是其

风格不是婉约的。词上阕通过“碧

天”“关河”等意象塑造了壮阔的场景，

营造了寥廓的氛围。又写到军中热烈

而雄健的氛围，作者想到已被金人霸

占的千里江山，顿感山河破碎、国土

沦亡之悲 。下阕又以宴席上勇士的骁

勇对比衬托出作者因为老弱多病而不

能报国的悲哀，一句“回首望云中”，

表达出作者报国之志和老而弥坚的爱

国之情。全词格调苍劲豪放，毫无温

软凄楚之感。

第二单元 

 技法实战 1

（她们这次慰问演出的边防哨

所，）大多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雪山之

上，山势陡峭，道路艰险，特别是最

后一站的边防哨所，常年积雪覆盖，

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是一

座据说连鸟儿也无法飞越的“孤岛”。

由于海拔高，山风特别大，几间平房

四角都用钢丝绳坠着硕大的石头。战

士们每天巡逻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处处怪石嶙峋、险情暗伏 ; 如果赶上

天气不好，那就更加危险。由于严寒

干燥、环境恶劣，大雪封山时蔬菜不

能及时补给，战士们个个皮肤粗糙，

嘴唇干裂。看见她们前来慰问演出，

战士们高兴得像过节一般。

 技法实战 2

丈夫挠挠头，嘿嘿一笑，从抽屉里

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是麻

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

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

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

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

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

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

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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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

过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

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

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

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汇去一千元，

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

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

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

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

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

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

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

水……

 技法实战 3

谁知到了彩票点交了钱后，售彩

员打错了一个号码，把尾数 18 打成了

81。为这，黄牛跟售彩员大吵了一顿，

结果还是另一位彩民打了圆场才息事。

就是这一错，反而让黄牛中了

500 万的头奖，那一夜他激动得没有

一丝睡意，睁眼到天亮，为这 500 万，

他想得头昏脑涨。

 技法实战 4

打开无影灯，在手术台上给小

穿山甲清理伤口、消毒、缝合。那只

大穿山甲一直紧张地搓着两只前爪，

在手术台边上一边流泪，一边唠叨：

“老獾爷爷还说，要是老林医生还在，

这孩子或许还有救。当年黄麂的脑袋

被猎枪打开花，还打瞎了一只眼睛，

老林医生都将它救活了……”小林猛

地一惊：“小时候看到的原来是黄麂

呀！”穿山甲妈妈继续说：“每年清

明节，都是它代表我们大家去给老林

医生上坟。”小林医生恍然大悟。手

术结束后，他吩咐穿山甲妈妈：“回

家以后要防止伤口感染，一周以后就

可以拆线了。”“我到时再来找你，

行吗？”穿山甲妈妈问。小林医生本

能地点了点头。

 技法实战 5

在旧时的农村，炊烟是一种标志

性的符号。那时，那些在田地里耕作

的庄稼人，无论是寒露沾衣还是落霞

映脸，只要看见升起的炊烟，内心便

有一股希望随着炊烟上升，归家的步

子也会变得轻快许多。他们身上有着

被炊烟长期熏染出的底色，散发出特

有的草木香味——那是家的气息。无

论他们走向何方，家一直都在那里，

为他们升起炊烟，炊烟就是家的方向。

在旧时，不少庄稼人离家远行时

都会抓一把烟囱下边的泥土，只为带

着泥土中和炊烟一般虚无缥缈的家的

气息上路。恰如《梦里炊烟诗中境》

中所写：“即使是远隔千山万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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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通，水土不服，天涯孤旅也会借

助无处不在的炊烟，抚摸到祖先的根

脉，寻找到族群的亲和。”无论路在

哪里，走向何方，家永远替我们守在

那里，替我们守着根，炊烟就是家的

魂魄。

 技法实战 6

时令已是深秋。每当夜色降临

时，窗外此起彼伏的秋虫声便萦绕在

耳际。无论是坐在窗前，躺在床上，

或是拥被入眠，那在秋色的轻寒中格

外显得清脆的鸣声无时不在陪伴着

我。听到这秋虫的合奏，便深深地感

到了秋凉。每年秋时一到，总是这些

小虫们在报着秋音。它们像一群天才

的音乐家，在秋夜的月光中合奏着秋

的乐章。这乐章是那么轻灵，那么美

妙，那么动听，仿佛化成了飒飒的秋

风融合在无边的夜气里。那高低起伏、

和谐悦耳的鸣声忽激忽缓地交织在一

起，配上秋夜的妙境，构成一幅绝佳

的、清新隽永的、优美的图画。

 技法实战 7

原来鱼的味道、人生的好坏都一

样，不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而是人

从主观角度判断的，人的心态决定了

人的生活的好坏。就好像伊豆那条赫

赫有名的酒窝大道，有的人觉得路况

糟糕简直像麻子一样，可有的人却觉

得像酒窝一样很是迷人。所以，不要

把鱼腥、鱼刺当作鱼鲜的毛病，而要

把鱼鲜当作鱼腥、鱼刺的色彩。

 技法实战 8

用温水沏茶，茶叶漂浮水面，没

有沉浮，亦没有茶香；用沸水沏茶，

茶叶上下沉浮，细微的清香袅袅溢出，

就释出了它春雨的清幽，夏阳的炽烈，

秋风的醇厚，冬霜的清冽。浮生若茶，

令人开悟：人生何尝不是一撮生命的

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

沸水？是啊，世间众生芸芸，那些不

经历风雨的人，平平静静地生活，就

像温水沏的淡茶般平静地悬浮着，散

发不出生命和智慧的清香；只有那些

栉风沐雨饱经沧桑的人，一次又一次

经历坎坷和不幸，就像被沸水一次次

冲沏的茶，溢出生命的脉脉清香。茶

叶因为沸水才释放了深蕴的清香；而

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的挫折和坎

坷，才能留下一脉人生的幽香！

第三单元

 技法实战 1

《醉翁亭记》的确是一篇内容庞

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讲述了

醉翁亭的位置和命名由来，描绘了山间

朝暮四时不同的景色，叙写了滁人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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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宴饮的欢乐场景，描绘了游人归去、

禽鸟快乐的景象。但这些内容绝不是杂

乱无章的，“乐”这一情感线索贯穿了

全文，将文章内容串联起来，使得文章

形成了一个完整、和谐、统一的整体。

由此可见，在写作文章的过程中，线索

是多么的重要啊！

 技法实战 2

简析：原文过于平铺直叙，可以

在叙事过程中设计矛盾冲突，先抑后

扬，使文章一波三折。如：

快期末考试了，我每天复习到

很晚，妈妈晚上也要忙工作，不停地

接打电话。我正在为解不开一道数学

题而苦恼，妈妈讲电话的声音更是严

重干扰了我。我生气地冲过去对妈妈

一通指责，房间里的空气一度凝固。

过了一会儿，妈妈向我道歉，并表示

会关好房门降低音量以减少对我的打

扰，我当即有些愧疚。半夜起来上厕

所，看到妈妈还在忙碌的身影，望着

她头上新添的白发和因熬夜而通红的

双眼，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伟大和不

易。我给妈妈端去一杯水，请求她原

谅我的莽撞和无理。

 技法实战 3

生以马虎，夙遭批评。从小到大，

丢三落四。直至高中，陋习仍在。内

有父母苦心劝诫，外有老师悉心教导，

然生愚钝，竟充耳不闻，作业落家，

文具丢失，陋习难改。

逮至五班，沐浴清化。前科任教

师对症下药，后同班同学不断鼓励。

生以愚笨为由，迟迟不改。寻蒙师恩，

除生班职，猥以区区，担当此任，非

生言语所能上报。然生不才，辞不就

职。任命切峻，责生逋慢；同学劝说，

催生上任；老师催促，急于星火。生

欲尝试上任，恐能力不及；欲推托逃

避，则悉心鼓励。生之内心，感动不已。

 技法实战 4

不恰当。这部分文字是校人的

话，活化了校人得意的样子，从而再

现了校人狡猾的嘴脸，同时也反衬出

子产的“诚”与“信”。若删除，文

字虽然更加简练，却缺少了形象性，

没有了感人的力量。由此可见，有时

候，需要在文章中适当使用繁笔，增

强文章的表现力。

 技法实战 5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恭

维当朝以孝治天下，为自己“以孝”

辞不就职埋下伏笔，可谓高明！】且

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

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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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

所希冀。【在此言明自己想尽孝并非

不想尽忠，打消晋武帝疑虑。】但以

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

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

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其

情恳切如此，直近乎哭诉了。此情此

景，谁若见之不动情，岂非近乎草木？

何况以孝治天下的晋武帝？为“愿乞

终养”埋下“合理”之笔。】

 技法实战 6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多可悲，只三字，意脉大转，用笔

轻松，不着痕迹。】先是庭中通南北

为一。【“先是”引出庭中南北成一体，

院落之大，非项脊轩狭窄可比。】迨

诸父异爨，【“迨”只一字，便引出

庭院之今昔之变。“异爨”，不说分家。

避言家族之解、亲情之衰，只以“分

灶”效果呈现，不睦！】内外多置小

门墙，往往而是。【用可见之细节说话，

从分灶到小门墙 ，其中分家、分房，

意不在空间之分，而在亲情之割，隔

阂！】东犬西吠，【省略多少不便言、

不忍言之事，但只言犬。再次以细节

说话，不说人之互争，但言犬之互吠，

冷漠！】客逾庖而宴，【第三次以细

节显示：不言亲情之杂扰，但言客之

逾庖，陌路！】鸡栖于厅。【第四次

以细节突现怪异：厅，宗室会聚、议事、

祭祀之所，居然为鸡所栖，落寞！】

庭中始为篱，【第五个细节：不言为

篱之缘由在家族之纷争，只言为篱，

且不在边际，而在中庭。中庭乃族人

共享之所。】已为墙，凡再变矣。【第

六个细节：篱之隔不足，乃为墙，不

言矛盾日激 ，但言篱变为墙。冲突！

悲凉！】

【小结：六个细节，六个层次，

层层递进。一变，“再变”，至六变，

物之再隔，极写亲情日隔日深。此处

文章极简，只有名词与动词，且皆通

用语，无生僻字，形容词只有“小” 

“多”，副词仅有“始”“已”“凡”，

感院之今昔之变。叹词仅一“矣”。

句皆短，句间连接词省略，不事感叹，

亦无渲染。冲突隔膜、亲人成陌路的

悲凉冷漠已出！】

 技法实战 7

归去来兮，【劈头一声长啸，归

去之念从心底喷涌而出，可谓“沛然

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

开门见山地喝出久蓄胸中之志，好像

长吁一口闷气，浑身自在。】田园将

芜胡不归？【田园芜，则本真失矣。】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本文主要写“乐”，却先着笔于“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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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悲”。一“胡”一“奚”，自

问自疑，实自谴自责也。自谴自责更

显归意之坚之烈。】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

是而昨非。【喻误入仕途，迷失自我，

四个句子一半写懊悔，一半写庆幸。

他看穿了官场的恶浊，不愿同流合污；

认识到仕途即迷途，幸而践之未远，

回头不迟；一种悔悟和庆幸之情溢于

言表。】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

衣。【追悔之意浓而今日得解。陶公

移情于物：行舟之飘摇放流，衣襟之

随风舞动，均是其心灵重获自由舒畅

无比的写照。】问征夫以前路，恨晨

光之熹微。【对举而出，一“问”一

“恨”，极写归心似箭之情。】

【小结：文章感情真挚，语言

朴 素， 音 节 谐 美， 有 如 天 籁， 呈 现

出一种天然真色之美。作者直抒胸

臆，不假涂饰，自然纯真可亲。以六

字句为主，间以四字句、七字句，朗

朗上口，韵律悠扬。“兮”字来帮助

和谐语气，表达意味更浓。句中衬以

“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

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强。描写和抒

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

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技法实战 8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

【四字写宝钗守身如此。】想道：“怪

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

都不错。【道尽矣。不但否定了别人，

也否定了自己。在经过短暂的扑蝶那

一份释放，又回到了她惯常的思维，

将自己拉回到了所谓的正途，重新成

为那个“山中高士晶莹雪”，否定人

性之七情六欲。】这一开了，见我在

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

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

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

西。【善观察，不简单！】今儿我听

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

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

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

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心机深，

够油滑！】犹未想完，只听“咯吱”

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闺

中弱女机变，如此之便，如此之急。

善伪装！】笑着叫道：“颦儿，我看

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

前赶。【嫁祸人，够歹毒！】那亭内

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

说着往前赶，【此句实借红玉反写宝

钗也，勿得认错作者章法。】两个人

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

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镇定自

若，够沉着！像极！好煞，妙煞！焉

的不拍案叫绝！】坠儿道：“何曾见

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

9

参考答案



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

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

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

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应对自如，

极老道！像极！是极！】一面说，一

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

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

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

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弄假成真，

太高明！真弄婴儿，轻便如此，即余

至此亦要发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

不知他二人是怎样。【池边戏蝶，偶

尔适兴；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

拘拘然一女夫子。曹公层层推进，真

真地层层展现一个冷漠、老练、机变、

极善伪装的女子形象。她听人隐私在

先，用计掩人耳目在后，让无辜的黛

玉“躺枪”，难称磊落！】

第四单元  

 技法实战 1

段意：

① 引出夏候鸟北京雨燕。

② 北京雨燕的生理特点。

③ 北京雨燕的夏候鸟习性。

④ 北京雨燕高超的飞行本领。

⑤ 北京雨燕生理特点决定集群繁殖

之所。

⑥ 北京雨燕的文化内涵。

逻辑示意图：

行文思路：生理特征→生活习性

→文化内涵。

 技法实战 2

本校 18 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分

为前期教育和成人宣誓仪式两部分。

前期是对 16—18 岁中学生进行公民

意识教育并完成 48 小时预备期志愿

服务活动。完成前期教育活动后举行

宣誓仪式，仪式依次安排三项活动：

升国旗、唱国歌，师生代表发言，集

体宣誓。

 技法实战 3

《自然选择的证明》内容摘要：

总说（①）

决定

细说（②—⑥）

生理特性

·
翅
膀
、
尾
羽
、
体
重
、
体
长
；
成
鸟
的

 

体
羽
、
喉
、
胸
腹
、
喙
、
口
裂

·
飞
行
本
领

·
脚
爪

·
理
想
的
集
群
繁
殖
之
所

·
起
飞
滑
翔
平
台

生活习性 文化内涵

·
黄
昏
景
观

·
北
京
文
化

成为、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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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大胆运用科学的思维构建“自

然选择”“变种”“变异”“竞争”“遗

传”“适应”等一系列科学概念，运

用基于事实观察的归纳推理即最佳说

明推理，对获得的大量事实和现象进

行分析归类、论证推理，正面综述支

持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事实，关注在

生存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适者生存现

象，并对生物的地理分布、古生物与

现存生物在组织结构上的关系、生物

间的亲缘关系等各种现象进行了令人

信服的解释，有力证明了自然选择学

说的科学性，驳斥了特创论。

《宇宙的边疆》内容摘要：文章

用解说词解说科普知识，按照镜头由

远及近的空间顺序，从大尺度空间到

小尺度空间，分别介绍宇宙、星系（星

系群、子星系）、恒星、太阳系、行星、

地球的相关知识，这是对宇宙的一种

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蕴含着对宇宙的

敬仰和对人类未来之路的思考。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内容摘

要：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中国古

代天文学史上存在着“浑盖之争”。

天圆地方说因存在明显的漏洞没有形

成系统的学说。宣夜说是反理性的，

认为所有的天体都自由悬浮在天这个

虚空中，天体彼此独立，互不相关，

无规律可循。盖天说提出天平地平说，

并找到相应的数学模型，有一定的社

会应用价值。浑天说从观测入手，用

实验证明批驳盖天说。“浑盖之争”

的本质在于哪种学说更符合实际情况

或观测结果。“浑盖之争”既促成

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诸多重要成就的获

得，也促进了中国人对宇宙结构认识

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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