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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域的发明创造和航天事

业向来是一个国家追求创新发展的

生动缩影。为了号召全国青年发扬

航天精神，不断超越前人，持续铸就

中国的航天精神，有关航天科技内

容的作文试题，近几年也出现在考

卷上。例如：

新中国成立以来，“飞天揽月”的探

索从未间断：上世纪50年代，现代航天

业艰难起步；70年代，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飞上太空。今天，

“嫦娥”系列将“玉兔”送上月球，带回珍

贵的月壤；“天问一号”飞过广袤太空，

着陆神秘的火星……一代又一代航天

人接力奋进，协同攻坚，不断超越，铸就

了中国航天精神。

请以“探索从未停步，超越永无止

境”为主题，写一篇作文。要求：结合材

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不知不觉，高考政治复习已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冲刺

阶段。时间紧、模块多、内容杂、紧张有余而信心不足等诸

多难题，都会让考生在这“最后一公里”的行进中深感困

扰，甚至“迷失方向”。面对考前一周的自主复习，本文从

更加实用、更具实效的角度出发，向考生介绍一些方法和

妙招，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复习中“事半功倍、稳中有进”，

实现跑赢高考的最终目标。

课本为源 回扣教材寻原点

在自主复习期间，考生要系统规

划每一天的“基础巩固”任务，将政治

学科所有核心知识点以“天”为单位

进行任务分配，进行记忆巩固。巩固

复习的过程中，同学们不妨准备一些

白纸和两支不同颜色的签字笔，通过

“心中回忆”与“手中默写”相结合的

方式，先梳理一遍系统化、结构化的

思维导图，再根据这张思维导图回顾

具体的核心知识点。梳理知识点时，

要用一种颜色的笔进行默写，用另一

种颜色的笔标记订正，重点标注遗漏

知识点和薄弱板块。

在以上查漏补缺的过程中，同学

们要特别留意，一定要消除对知识“似

是而非”的记忆情况。遇到“似是而

非”“似懂非懂”的地方，要在第一时间

不厌其烦地拿出知识之“源”——课本

教材，回到原点，确认“不清晰”“不清

楚”的问题根源在哪，究竟是记忆偏

差，或是理解错误，还是忽略遗忘。针

对不同的原因，再决定是“当前立刻补

充记忆”或是“稍后联系其他知识关联

记忆”，亦或是“当天统一默写完之后

完全重新记忆”，千万不能遗留下这些

隐藏在“最后一公里”中的“雷”。

规范为要 限时做题模真考

高考中的高分试卷，普遍具有三

个“清晰”的特征——思路清晰、表达

清晰、字迹清晰。故而在日常答题训

练过程中，考生应当着重注意养成良

好的阅题、解题、写题习惯。尤其在

考前最后的这段日子里，这些规范和

习惯更加不能忽视。

建议同学们每天合理用时，选择

最具参考价值的试题——高考原题

来进行模拟训练，每天限时间完成，

特别注意要用与高考答题相同的横

线答题纸来模拟考试情境。冲刺阶

段，选择题和主观题同等重要，不能

厚此薄彼，每天的训练要保持对这两

类题型的时刻“手热”。主观题可以

考虑选择自己容易出现失误的题型，

检查自己仍然还存在什么问题，及时

查缺补漏，补齐短板。高考题模拟

时，建议大家每道题都做到“认真审

题，忌匆匆而过；反复推敲，忌脑热心

急；一笔一画，忌乱涂乱写；把握时

间，忌长时停留”。总之，一切皆以实

战模拟，方能达到最真实、最可靠、最

有效的复习效果。

信心为基 狭路相逢勇者胜

考前最后一周的时间，在有的

同学眼中是“至暗时刻”，在有的同

学眼中却是“黄金时间”。产生这样

不同认识的背后，关键在于考生能

否保持一种良好心态。此时此刻，

同学们彼此间拼的已不仅是知识和

基础，还有心态——一种勇者无惧、

顽强到底的心态。

不可否认，考前一周时间确实不

长，有压力实属正常，但过度承压不利

于复习状态的良性循环，故而同学们

要学会适度承压，更要将压力转化为

动力，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的同时，

给自己积极的自我暗示，增强自信心。

千帆竞发，奋楫者进。在考前
最后冲刺的路途上，希望同学们精
心谋划，科学备考，以最适合自己的

方法、更昂扬奋进的姿态，打通自己
高考政治复习和通往向往大学之门
的“最后一公里”！

分类解锁材料

储备考场“备料”

（上接第12版）

社会热点类

这段作文材料启发考生，在人工

智能时代到来之际，人应该保持对现

实敏锐的直觉，善于借助提问来积极

解决问题。考生可搜集《论语》中的

金句，以及古今中外善于提问的名人

事例作为素材。在立意上参考“问题

比答案更重要”“提出问题可以创造

不一样的人生”“Al 时代要保持敏锐

发现问题的能力”进行。

大家在备考阶段要有分类整理

写作备料的意识，根据不同类型的

考 题 进 行 分 类 梳 理 。 面 对 写 作 试

题，还应在以下方面引起注意：在审

题环节上，既关注显性信息，又关注

隐性要求；在语言表达上，既做到准

确清晰，又做到得体规范；在文体选

择上，既做到严谨明确，又做到生动

感人。

解决与科技内容有关的作文试题，

考生可以用“大小结合”方法积累素材，

“大”是国家科技领域出现的大事件，

“小”是科技领军人物事迹的小细节。

试题要求考生以“探索从未停步，超越

永无止境”为主题进行写作。写作过程

中可采用例证法和引证法进行论证，写

作材料可以从“人和事 ”两个角度选

取。在人物素材积累上选取航天领军

人物，如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航

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

梁守槃，以及相关航天科学家事例，突

出人物刻苦攻关、团结奋进精神，围绕

继承发扬他们的精神进行立意。

在事件素材积累上，对于国家层

面发生的科技领域的大事，比如国产

航母的陆续下水，港珠澳大桥的施工

完成，5G 网络的全面覆盖，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世界首枚量子科学卫星发

射等。考生需要筛选并分类收集，进

而围绕踔厉奋发，追求卓越，更好地为

中国梦作出贡献进行立意。

跑好考前最后一公里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岑逸飞

政治

“备料”整理思路：大小结合

相似命题和关键提示

试题材料

ChatGPT是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有问题尽管

问!”是 ChatGPT与用户聊天的开场白，只要你输入问题，

它就会生成一份“近乎完美”的回答。ChatGPT能够帮助

学生快速梳理问题的解题思路，是一个相当强大的“辅导

老师”。有研究者认为，向机器人提问也是一种学习的方

式，但一些学生恰恰不知道“问什么”，尚未建立起真正的

“问题意识”。学生如果连“问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就没法

很好地使用“Al”这类工具。

上述材料也能在更广泛的人生领域给人以启示。在

人工智能浪潮不断袭来的时代，你如何看待“问题意识”和

人生的关系？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

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关键提示

“问题意识”与

人生的关系，暗示

对现实保有敏锐的

直觉，有提问的热

情，有积极探索解

决问题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