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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全真模考冲刺卷(六)

(满分:１００分　时限:１５０分钟)

一、注意事项

１．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考试时间为１５０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

料参考时限为４０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１１０分钟.满分１００分.

２．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并用２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３．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

无效!

４．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５．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６．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

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资料１

凉山火灾牺牲的消防员、登上春晚的道德模范、博士论文造假的明星演员在哈尔滨

市S中学,“９０后”教师孙晓宇将一系列社会热点引入思政课课堂;讲台下,“００后”学生在“你

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增强了对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解.

“明星更应该讲诚信,以更好影响大众”“失信要受到惩戒”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

堂课中,孙晓宇以翟天临学术造假事件为案例,提出４种不同观点,激发学生讨论.高二学生

孙会鑫说:“这不仅让我们对诚信有了更深的认识,还从国家层面了解了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和

失信惩戒机制.”

这是思政课“活起来”的一个缩影.孙晓宇说,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价值认

同.通过案例把教材内容掰开了、揉碎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乐于

探究,才能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谈及最受欢迎的思政课形式,S中学不少学生为«舌尖上的政治»点赞.作为学校推出的

微课堂,每堂思政课课前５分钟,一名同学对自己收集汇编的时政新闻进行播报,随后由老师

点评和解读.“这５分钟的信息量很大,听同学分享,大家都很认真.”高一学生项鸿蕊说.

思政课还不断向课上课下、线上线下延伸.孙晓宇说,学校思政课教师一起开设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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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推送“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课堂”系列课程;在午间、晚自习前等时间,推出«智语心听»广播

栏目,分享时事热点

“一堂让学生喜欢的思政课,其实不是一个老师在奋斗,而是整个教研组共同的思想结

晶.”孙晓宇说,作为一名年轻教师,面对海量的教学素材,怎样做到既与学科结合又被学生接

受,这常常让她困惑.团队式教学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找到了“打开方式”.

S中学校长王茹介绍,学校连续多年开设“青年教师”培训研修班,通过主题研讨、经验交

流、教育教学心得分享等系列活动,促进青年教师共同学习.骨干教师发挥教学引领示范作

用,每学期开设示范课、研讨课,形成“老带新、新促老、新老互动”的良性循环.

高二学生黄靖怡说:“许多老师都是我们的同龄人,教学方式的创新拉近了我们和老师的

距离,改变了思政课的年龄感.”

跨学科融合是提升课堂趣味性的又一法宝.思政课教师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善为

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等古文引入思政课,增加了学生对“崇德”的理解.S中学副校长

李宁说,这得益于思政、语文、历史等多学科教师的交流,有利于培育学生全面认识事物、将知

识融会贯通的能力.

“每个老师都应该是思政课教师,要把思政培训纳入教师队伍管理当中.”王茹认为,要将

“给老师上思政课”纳入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和培训,引导全体教师积极学习国家大政方针,

把握世界前沿趋势,将思政课理念融入各学科教学,为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奠定坚实基础.

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副局长刘云鹏认为,中学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

应按照“大思政”理念,探索完善家校共育机制,通过家长学校、校园开放和家长进课堂等形

式,让家长参与思政课的教学过程,将思政课堂延伸到家庭教育中,以家校合力共同完成育人

目标.

一些受访教师建议,进一步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探索高校与中学联合

育人模式,挖掘思政教育资源.王茹说:“我们已经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对接,围绕课程一体研

讨、师生研学交流、教师资源共享,在思政教研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资料２

Y市是革命老区、红色之城.保护好、传承好红色文化,既是弘扬先烈精神、再现光辉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强富美高”新 Y市的时代要求.用活用足红色文化

资源,对彰显 Y市地方人文特色、宣传展示城市美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Y市把彰显红色文化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先后制定出台了«Y市

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护条例»«关于传承弘扬铁军精神的实施方案»«关于做好以烈士命名

的镇(街)、村(居)烈士墓地修缮、事迹展示等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有力促进了红色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２０１９年以来,围绕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市委宣传

部组织实施了“百名宣传思想文化干部挂钩烈士命名镇村”活动,以此作为开展增强“四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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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践工作的重要举措,用实际行动推进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无论是１２８个以烈士命名的镇村,还是２４８处红色遗址所在地的单位组织,都必须提高

站位,强化认识,树立全市上下一盘棋思想,用好用活用足本地红色资源,合力擦亮 Y市红色

文化名片.对具有红色基因的纪念地或标志物,地方政府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培塑,使之成

为地方特色文化品牌.作为以烈士命名的镇村和红色遗址所在地,要打好红色资源这张牌,

在对外交往和传播过程中,首先介绍和宣传本地红色故事,逐步对外打造一张有红色印记的

文化名片,以此助推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

Y市为让红色故事鲜活起来,通过组织开展探寻活动,搜寻红色资料,深入挖掘１２８个烈

士命名镇村感人故事,挖掘革命先辈身前故后的点滴事迹,挖掘红色英雄人物身上流淌的信

念、勇敢、顽强、坚韧、自制力和纪律性等崇高品质,外化成饱满有力的英烈形象.同时,加强

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抢救和保护,善用红色资源引导和培树一批懂红色文化、善讲红色故事、富

有责任心的红色传人,在传、帮、带中加大力度弘扬革命传统和先进事迹.

Y市围绕人物、文物、事件和精神品质,在红色印记有形化建设、红色文化遗址遗迹开发

利用、红色文化普及宣传教育等方面下功夫.一方面,加强以烈士命名镇村烈士纪念设施、场

所的建设、保护与管理,注重发挥窗口作用,建立让人一眼就见到、一见就明了的红色镇村标

识,特别是在进出入镇村的显著位置、主要地段设置地名标示牌,介绍红色地名来源、烈士简

要生平事迹,将烈士的名字更多地用到道路、广场、小学的命名中,浸透到每个 Y市人的血液

中,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进前行.另一方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Y市生动还

原了一些真实场景,以红色英雄人物可亲可近可学可传的一面,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思

想上的认同,避免让红色文化只停留在建筑物、纪念碑和刻板的文字介绍上.加大红色传统

教育文字、音像、图片等有形化建设力度,推进红色展陈场所改造升级,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

技术手段和新兴传媒优势,推进平面展示向全景式展示转变,向声光电全新演绎转变,有力增

强现场感,提升传播效果.运用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方式,通过编印红色印记系列口袋书、

编排红色戏曲、制作红色文化宣传片、建设网上展馆等形式,推进本土红色文化进校园进企业

进社区进网络、红色故事进课堂进讲堂进学堂.

红色文化中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能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精神力量.目前,Y市文化部门牵头组织１２８个以烈士命名镇村按照一镇一村一特

色的思路,深入挖掘、提炼红色精神,将烈士的英勇事迹内化为地方发展动力,外化成相对独

立的镇村精神标识,形成富有镇村特色的文化精神,最终有机融合到整个 Y市特色的红色文

化氛围中.同时,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传颂英烈事迹、牢记英烈精神,力争用革

命精神鼓舞人民群众、用革命斗志激励广大干群.Y市把红色文化传承与现在正在推进的发

展实践联系起来,引导广大干群在缅怀中追思、在追思中接力、在接力中奋进,把革命先烈的

遗志遗愿转化为做好当下工作的内生动力,转化为建设“强富美高”新 Y市的实际行动.Y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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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实践获得诸多好评,同样富有红色资源的J市也希望借鉴.

资料３

材料 A:作家马尔罗曾赋予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一个华丽的定语———“充满信徒并且永不

荒芜”.浙江良渚博物院也配得上此语.

灰白色方形建筑,外观简洁流畅,河流环抱,青草相映,蓝天白云之下,良渚博物院呈现出

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融合之美.

１９３６年良渚文化首度面世;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一批高等级墓地和人工堆筑的大

型宫殿基址被发现;２００７年,总面积３００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现人间基于良渚文化的

独特内涵以及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意义,良渚博物院应运而生.

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分工精细的手工业,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复杂的社会结构,清晰的

社会阶层分化,完备的礼仪制度,以玉器、漆器、黑陶为代表的卓越艺术成就良渚博物院

承载着华夏的原初记忆.

深度挖掘良渚文化的内涵,让国人对华夏文明更了解、更认同.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良

渚博物院陈列的内容总是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陈列策划文本也是几易其稿,由最初的“文

明曙光”到“文明之光”,最后确定以“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为陈列主题.

７月１７日,良渚博物院迎来近１００名北京大学考古暑期课堂学员和港澳夏令营学员.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的精彩讲座,让学员在感

受璀璨文明之光的同时,更深叹“历史活在这里”.

这样的“第二课堂”在良渚博物院经常开展.此外,博物院还积极开展良渚文化进校园、

良渚文化选修课、玉文化节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实现深入参与、双向互动.

“历史、文物很能引发文化的认同感,这也是文化类基地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独特优势.”

马东峰说.

如今的良渚博物院也变得更智慧.“良渚博物院文物数字资源集成整合与分级创建”项

目的剧本编创、数字采集、媒体制作正在不断推进.“在我看来,这里应该可观、可学、可触、可

玩.”马东峰说.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长廊里,人们穿越悠长的时空隧道,触摸华夏先民生存和发展的每

一个印记,油然生发对古老中华的骄傲.

材料B:刘公岛,不仅仅是个岛.这里是北洋水师的成军地,当年修建的铁码头屹立不

倒.梁启超曾言:“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遍布山东威海刘公岛上的炮台、北洋水师遗址、大量的遗存建筑,仿佛在诉说那段屈辱

史.“这里是近代中国的立体教科书,子孙后代应以史为鉴,知耻后勇.”研究甲午战争３０多

年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原馆长戚俊杰说.

讲述国殇、国耻,刘公岛突出国防、海权等主题,先后修复开放了北洋海军提督署、丁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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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所、威海水师学堂、黄岛炮台、东泓炮台、旗顶山炮台等８处北洋海军文物遗址,完成了北洋

海军提督署原状复原改造.刘公岛管委会副主任周德刚认为:“来到这里,可以使人们能够更

加充分地了解北洋海军当时的工作、生活状态.”

刘公岛还巧借驻岛部队资源,成功打造出“小海军夏令营”品牌,每年接待近千名中小学

生进岛,接受爱国教育的熏陶.

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中,借助场景还原、３D影视、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等多种

手段,展览全面展示了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历史全景.孩子们漫步馆中,仿佛穿过１２０多年

的时光隧道,亲历那场震撼人心的战争:黑烟滚滚,炮声隆隆,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向敌船奋力

撞去

在刘公岛,国殇教育不仅传递历史的悲凉回忆,更有着对民族复兴的向往.基地讲解员

李翠翠说:“调整后的展馆内容、布局和讲解词,将刘公岛的历史放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里讲

述,使教育基地突破一般历史知识的简单传承.听完讲解后,小学生学员们常常深受感动,默

不出声.”

材料C:从１９２７年至南京解放,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雨花台慷慨赴死,牺牲时平

均年龄不足３０岁.他们,用青春、热血、生命铸就新中国诞生之路.

如今的雨花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青春与爱国的对话.南京农业大学每年都向雨花

台烈士纪念馆派出一支义务讲解队,利用周末为参观者讲述烈士故事.这支讲解队,于２００６

年由理学院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合作共建.理学院大四女生,讲解队队员孙韵婷说:“以前我

遭受打击才肯拼搏,当讲解员之后,受到烈士的爱国精神感染,自强心态成为常态.”

“我们所处时代与烈士不同,但同样需要养成尽忠报国的血性.雨花台英烈精神传承、爱

国主义教育不能囿于围墙之内.”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说.

２０１６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推出了话剧«雨花台»,以艺术形式盘活“红色家底”.“２０１４

年底到２０１５年初,剧组从深入挖掘的２０多个典型烈士故事中筛选出１０个故事.”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馆长向媛华介绍,话剧大量采用历史人物原话,将不同时期牺牲在南京的恽代英、冷

少农等烈士,编织在一个拼死保护潜伏战友、送出情报的惊心动魄的情节中.

２０１６年,该剧在南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高校巡演了４０场,吸引６万余人次观看,

不少学生抹着眼泪走出剧场.在北京大学演出时,演员谢幕６次,但全场观众仍不愿离去,纷

纷起立鼓掌致敬.同样的场景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师大屡屡上演.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的陈志昊说,话剧最后一幕让他找到如何爱国的答案:国不可以不

救.他人不去救,他人不能救,唯有我自己.

资料４

连日来,全球爱国爱港人士吹响集结号,力挺香港尽早止暴制乱.一片热潮中,爱国青年

的表现尤为抢眼.“饭圈女孩”“帝吧网友”等群体在全球各大社交媒体上反击“港独”,澳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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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地留学生走上街头阐明是非.旗帜鲜明、有理有据、不失活泼,这群年轻人善于表达也敢

于表达,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民意,也让外部势力对华发动的颜色革命屡屡碰壁.

疑似乱港分子在网络平台提问:“很多内地的留学生读过书、英语讲得很流利,为什么会

这么爱国爱党?”这个问题颇为无厘头,但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理解提问者的逻辑:他预设了这

个国家以及执政党满是“槽点”,留学生有知识又走出了国门,应该幡然醒悟进而对国对党心

生厌弃才对.面对如是疑惑,网友们一听就笑了.“爱国还需要理由?”“因为有国才有

家”

那么,这一代青年人清晰的、强烈的国家认同从何而来?

“８０后”以及更年长的国人往往是从自己天翻地覆的人生经历中,感受着中国由弱变强的

变化,所以对今日生活格外珍惜;更因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民族雪耻的历史,所以对“废青”

闹事倍感气愤.但“饭圈女孩”“帝吧网友”“留学生合唱团”不一样,他们出生于一个富起来的

中国,成长在一个强起来的中国,骨子里的自信与生俱来.特别是近些年,发展红利让年轻人

的梦想不断照进现实,“我为你骄傲”的感受更是与日俱增.正如有观察者所言,“我们通过看

清这个世界,才回头肯定自己的国家;他们因为肯定自己的国家,才去看清这个世界.”有着强

烈大国自信的一代,岂是别有用心者几句信口雌黄就能忽悠得了的?

当代青年普遍开眼看世界,而且是平视世界,打小就知道外国的月亮未必比中国的圆.

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几乎“一识字就会上网”.借由这扇窗户,领略过硅谷的创新故事、华

尔街的财富神话,也听得到拉斯维加斯的枪声阵阵、美墨边境的凄惨之声、狗血选战的攻讦叫

骂.对西方,少了基于想象的盲目崇拜,多了立足现实的客观公允.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

中国青年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情况有了直观认识.有人分享过这样的经历:“浦

东机场起飞,美国纽瓦克机场降落,你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

机场;如果你有胆量,还可以在纽瓦克住一夜,看看晚上敢不敢出去散步.”“一出国,更爱国”,

在这种普遍心声面前,抹黑中国的行径显得苍白无力.

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部戈壁,升国旗、唱国歌是每所中小学周一的固

定仪式.“天涯共此时”的背后,是中国教育对爱国主义这堂人生必修课的牢牢坚守.曾有人

问,同样是在“一国两制”环境中长大,为什么澳门的“废青”那么少? 一位澳门女生现身说法,

直接摆出了人教版历史教材.可见,教育在学生内心播撒什么种子,事关“培养什么人”的深

刻命题.正是由于知史、懂史、尊史,国家认同自然而然内化于心.

国民教育是理性认知的基础.而国家认同是国民教育中最核心的内容.国家认同不是

人生下来就有的,它既来自于教化熏陶,也来自于现实体认,两者互为表里、共同作用,这一过

程,学校、家庭、社会、政府乃至媒体各有责任.今日香港事态之种种,也再次提醒我们,明确

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归属感对于社会安宁、稳定发展极其重要.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寄托对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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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时移世易,我们依然拥有一代代被时代赋予了鲜明个性的爱国青年,“虽千万人,吾

往矣!”的赤子之心依然传承,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资料５

２０１９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４月３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期间,他特别提到,“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

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

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

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三、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１”介绍了S中学创新思政教育的成功实践,请你结合“给定资料１”,为中

学创新思政教育提出一些建议.(１５分)

要求:准确全面,条理清晰,切实可行.不超过２００字.

(二)假如你是J市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随领导到 Y市考察其传承红色文化的具体做

法,现根据“给定资料２”,请你为领导归纳整理一份«Y 市红色文化传承考察报告»提纲.

(２５分)　

要求:(１)提炼准确,归纳合理;(２)层次分明,分条表述;(３)不超过３５０字.

(三)“给定资料３”介绍了三个爱国教育基地的成功实践,请你根据“给定资料３”,分别梳

理出三个爱国教育基地的教育主题和具体举措.(２０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５００字.

(四)“给定资料５”提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请

深入思考这句话,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４０分)

要求:

(１)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２)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３)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４)字数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