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高望远是为了明确目标，脚踏实地才能走得更稳更
远。所以，除了“务虚”，同学们还要“求实”。“求实”就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不做表面文章，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复
习策略、解决现存问题，时刻反思复习方法与措施是否实
在、管用，进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下提供两
种实招供考生参考。

实招一：知识结构化

要想实现知识结构化，需要根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弄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结构，改变知识点在“信息库”中的
零散状态，达到融会贯通、触类旁通。

对于哲学与文化专题，同学们可以尝试用多种方式建
构知识体系。例如，摸清教材逻辑，将教材内容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系相结合，形成体系化的知识结构；或是按照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进行知识建构。另外，
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建构知识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种方法。“大概念”既包括知识内容，又包含学科思维方式、
思想方法、价值观念，以大概念统领知识结构，有利于把握
学科思维的本质特征。

哲学与文化专题的“大概念”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增强文化自信”。

“大概念”之下，可以确定一些核心概念，例如“矛盾”“实
践”“价值”等。聚焦这些核心概念，有助于深刻理解哲学
概念本质，厘清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打通融会贯通的通道，
构建结构化的哲学知识系统，为深入准确地分析和解决问
题奠定基础。以下是对这三个核心概念及关系的具体阐
释，供同学们参考。

▶ 矛盾作为体现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是联系
的根本内容，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
实质和核心。哲学中涉及的一系列关系问题，如物质与意
识、运动与静止、规律和主观能动性、实践与认识、联系与
发展、新事物与旧事物、质变与量变、前进性与曲折性、肯
定与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究
其内容实质，都是矛盾关系。

▶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实践

作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
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是连接主客观之间的桥
梁，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从实践的视角才能真正
理解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才能找到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必
要途径。

▶ 价值问题涉及选择和追求的目标方向。人类的一
切奋斗和努力都是在一定价值观引领下，追求价值实现的
活动和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人
化世界”，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与选择、离不开人
民群众的实践和努力。

实招二：复习情境化

以学科素养立意的高考试题，是学科任务、学科知识
与问题情境的有机统一。“无情境，不成题”，情境好比舞
台，学科知识即是道具，学科任务是要表演的节目。因此，
要想出色地完成表演，需要平时在舞台上苦练“十年功”，
强化复习的情境化策略。

【例题1：2020年北京卷第21题】
大自然的造化力量，创造了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

“化”也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处理问题时的“化繁为
简”，人际关系中的“化干戈为玉帛”，艺术创作上的“化
腐朽为神奇”，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
代化，等等。

“化”，甲骨文写作“ ”，左边为头朝下倒立的人，右
边为头朝上站立的人。一个“化”字，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思想智慧，《周易》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

运用《生活与哲学》知识，谈谈如何理解“化”的智慧。
【分析】 对此题的情境化分析，要求将情境的材料部

分和问题部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情境的材料部分共有
三层意思：“化”是世界的客观状态、“化”的智慧的具体体
现、“化”的本义。情境的问题分析要遵循“化”的逻辑展
开：“化”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化”的智慧→怎么“化”。在
此基础上，分别调动知识系统进行理论阐释。在高三复习
中，同学们应从问题情境出发去思考，活学活用，提升知识
的迁移能力。

【例题2：2021年北京卷第16题】

运用《文化生活》知识，谈谈你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分析】 此题的情境化分析，可以运用如下思维模型，

由外显的情境现象，逐步深入地分析情境共同的本质，体
现思考的综合性和深刻性。

这一思维模型，从问题情境出发，调用专题核心观点
进行分析，将隐性思维活动显性化，帮助同学们提升分析
问题的能力，进一步促进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

可见，学会分析并灵活运用问题情境，对于培养思维
品质、提升思维能力意义重大。因此，高三复习要想提质
增效，必须注重情境化复习。同学们可以从新时代、国家、
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依托时事热点与人文性、思辨性话题，
在具体情境中开阔视野、增强问题意识、迁移知识与方法，
提升学科阅读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复习有“道”，备考有效。同学们应做到“虚实”结合，
实现融会贯通。“务虚”与“求实”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科学
的“务虚”，就没有备考的科学性；“求实”是“务虚”的出发
点和归宿，提高实效性是备考的关键。把握“务虚”与“求
实”的辩证法，不断总结反思，提升思维的精准性和逻辑
性，实现备考的提质增效。

房子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雕刻彩绘？
茶碗器皿能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烧制出各种图案？语
言可以表达意思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有讲求韵律的诗歌？

“求实”为要 当好“实干人”

“务虚”即跳出具体事务，从更高层次谋划和思考，既要
进行“事前预演”，又要做好“事后复盘”，在总结中提高，在检
视中推进，以确保“务实”的正确方向，提高“务实”的效率。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是政治高三复习的“指南针”，其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基
本依据，也是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命题依据。在复习中
做到科学“务虚”，就是要研读课程标准，明确专题复习目
标。 因此，同学们要认真研读课程标准中对于哲学与文
化专题内容和学业质量水平的阐释，把握该专题的内容本

质和思维方法，梳理总结核心观点，优化设计复习任务，精
准对接考试目标。

哲学与文化专题的核心主干内容涉及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矛盾分析法、正确的价值判
断和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典型任务类型包括阐释与论证、辨析与评
价、预测与选择等。这些核心内容与典型任务类型就是专
题复习要进一步强化的目标。

通过研读课程标准并练习相关试题，我们可以发现，

哲学角度的考查凸显“矛盾”“实践”“价值”三个关键词，关
注对现实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选择；文化角度的
考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依托，凸显“文化
价值”“文化活动”“文化建设”，注重综合性、开放性、应用
性、探究性问题的考查。相关试题的立意、考查内容和考
查方式，都聚焦于课程标准中所体现的专题核心内容及其
内在联系。可见，认真研读课程标准，用好“指南针”，不仅
能使同学们科学精准地把握备考方向，还能在复习中掌握
重点、把握规律、事半功倍。

科学“务虚”用好“指南针”

把握“务虚”与“求实”辩证法
实现专题复习提质增效

——哲学与文化专题复习
北京汇文中学 郑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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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复习重视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强调在理论认知、时政解读、关键能力、思维品质等方面实现进阶。对于哲学

与文化专题，同学们可以通过把握“务虚”与“求实”的辩证法，实现复习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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