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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与中等职业学校教科书《语文 拓展模块 下册》最新版相配套

的辅导用书,每一课的练习都与新教材配套、与新课改同步。本书的特点

如下。

1.目标科学,规划合理

设置明确的“学习目标”,引导学习方向。参与编写的名师团队结合教学

实际、学生学习情况,并且严格遵循《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中对语文

核心技能与核心素养的要求,合理规划并制订了每一课的学习目标。本书的

学习目标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每一篇课文的学习脉络,也能有效帮助

学生合理规划课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找到行之有效的学习

方法。

2.阶段明确,循序渐进

本书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设置了四个学习阶段,分别是

“课前———预习·梳理”“课中———思考·探究”“课后———巩固·提升”“课

外———拓展·运用”。具体来说,对与课文相关的字音字形、重点词语、作者

简介、写作背景、文体知识等基础知识进行了深入挖掘与详细梳理,细致全

面,井然有序,旨在以这些基础知识为切入点,帮助学生建立牢固的知识体

系。“课中———思考·探究”部分设置了具体的学习任务,如“明确内容”“鉴

赏手法”“分析主旨”,以任务为导向,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加强师生之间的互

动,让课堂气氛更活跃,让语文课更生动。“课后———巩固·提升”部分设置

了“基础知识”“阅读提升”“综合实践”“写作训练”四类试题,基础知识检测与

阅读能力训练相结合,帮助学生有效巩固所学知识,及时查漏补缺。“课

外———拓展·运用”部分对所学课文进行了迁移和拓展,为学生提供了更多

的阅读素材,能有效扩大学生知识积累量,让学生在阅读美文、积累素材的基

础上,受到文学之美潜移默化的熏陶,提升文学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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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学习阶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帮助学生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

在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教会学生掌握

解决问题的方法,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3.讲练结合,稳步提升

本书采用讲练结合的模式,设置与教材内容紧密衔接的练习题,试题以

课内为主,兼顾课外,与中等职业学校升学考试中的常考题型相联系,重点突

出,难度适中。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或许存在疏漏之处,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

我们再版时改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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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一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1.把握经济因素与历史发展、上层建筑的关系,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理论内涵。

2.探究举例论证、比喻论证等论证方法,品味论证语言,体会文章的思辨性、现实性、批

判性特点。

3.积极思考社会现象,学会辩证分析问题、清晰表达观点,增强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

惰
 

性(  )  撰
 

写(  )  开辟
 
(  )  疲惫

 
(  )    虔

 
诚(  )

编纂
 
(  ) 轴

 
线(  ) 阐

 
述(  ) 奴颜婢

 
膝(  ) 字斟

 
句酌(  )

(1)沿袭:  
(2)开辟:  
(3)编纂:  
(4)阐述:  
(5)归根到底:  
(6)多愁善感:  
(7)奴颜婢膝:  
(8)精疲力竭:  
(9)字斟句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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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1820—1895),    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亲

密战友,与马克思一起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起草同盟的纲领,即1848年2月问

世的《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  

  的诞生。恩格斯著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

志意识形态》《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论权威》《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墓

前的讲话》等。

  马克思曾指出: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    ,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但是,马克思逝

世之后,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歪曲了马克思的观点,篡改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

马克思关于经济因素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歪曲为“经济决定一切”、经济是制约历史发展的

唯一因素,造成当时德国青年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写信向恩格斯请教,大

学生瓦尔特·博尔吉乌斯就是其中一位。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的回信中,针对他提

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澄清了这些错误思想。

● 质疑问难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名师解惑 恩格斯在文中主要阐明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

决定性基础;第二,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发展是以

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第三,社

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第四,要正确理解

历史就必须重视经济史,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 质疑问难 本文具有怎样的写作特点?

● 名师解惑 作者通过举例论证、假设论证、比喻论证等论证方法,针对资产阶级理论家

歪曲马克思观点的现状,进行了辩证的理论分析,集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

重要观点。作者列举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事例证明论点,增强了文章的

说服力。如正文第2自然段列举流体静力学和电的发展,都是源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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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和需要,论证了生产发展的需求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

发展的根本动力。作者运用假设论证,使文章逻辑更缜密。如正文第5自

然段“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

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

等”,论证伟大人物的出现有其偶然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假设,从而

有力地论证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观点,如“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

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来论证伟人出现的必然性。作者还运用比喻论

证,将抽象的事理具体化,使论证的道理通俗易懂。如恩格斯用“曲线的中

轴线”来概括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他把偶然性比作

曲线,把经济必然性比作曲线的中轴线,强调曲线始终围绕着中轴线上下

摆动,偶然性总是表现着经济的必然性。比喻论证的运用,使说理简单明

了,容易被人接受。

恩格斯在阐述观点时,语言表达严密而富有逻辑性。如正文第1自然段中

阐述经济关系的概念,通过“此外”“还”“当然还”这些关联词的连接,补充

了经济关系除了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增强了探讨经济

关系对科学的决定性基础作用的可信度。

● 质疑问难 这篇文章表达了怎样的主旨?

● 名师解惑 本文层次清晰,针对性强。使用“1.”“2.”“(a)”“(b)”的方式做标识,集中

阐述和分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

必然性的关系等,针对博尔吉乌斯提出的问题,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原理。

1.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盘桓
 
(héng) 憋

 
闷(biē) 贮

 
藏(chù) 奴颜婢

 
膝(bēi)

B.星宿
 
(sù) 确凿

 
(záo) 怯

 
懦(qiè) 字斟句酌

 
(zhuō)

C.停滞
 
(zhì) 祷

 
告(dǎo) 卓

 
越(zhuó) 血

 
气方刚(xuè)

D.编纂(cuán) 侍
 

候(shì) 契
 

合(qì) 咬文嚼
 

字(j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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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污篾 走过场 归根到低

B.旁鹜 顺口溜 精疲力竭

C.陨落 捅娄子 重蹈覆辙

D.亵牍 煞风景 恼羞成怒

3.依次填入下列句中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 的儿子。

②雨仍然偶尔 大地,但它变得更吝啬了。

③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 ,城外又那么宽敞。

A.强壮 拜访 狭小 B.强壮 造访 狭窄

C.强悍 造访 狭窄 D.强悍 拜访 狭小

4.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演员们在这台话剧中的表演丝丝入扣
    

,充分展现了角色丰富的内心世界。

B.评委们经过反复的评头论足
    

,终于选出了“桃李杯校园歌曲大赛”的十佳歌手。

C.这次选举,他本来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
    

,结果落选。

D.这类文章往往要言不烦
    

,疏密有致,能以机智的语言驱散迷雾,启人深思。

5.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为了避免道路交通不拥堵,各地纷纷出台交通管理新措施。

B.这次我在考试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完全是老师帮助的结果。

C.由于及时赶来的120医护人员的救护下,那位老人最终脱离了危险。

D.这支唱不完的歌声,一直在人们的耳际回响。

(一)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

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

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

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

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

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

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

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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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

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

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

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

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

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在阐明经济关系“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后,恩格斯接着介绍了技术的“决定”内

容,最后又补充阐述经济关系中“还包括”哪些方面。这样论述的作用是什么?

 

 

7.在论述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时,作者运用了什么样的论证方法? 其好处是什么?

 

 

8.恩格斯说:“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结

合节选文字中所举实例及平时的积累,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二)

阅读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回答问题。

9.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恩格斯在回信中开门见山,揭示写信的目的,并从广义上指明经济关系是什么。

B.恩格斯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进一步阐明经济关系的决定性基础作用。

C.偶然有如曲线,从该曲线中可以找到一条与经济发展规律完全重合的中轴线。

D.针对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困惑,恩格斯具体推荐了三部著作,指明方向。

10.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评说德国在撰写科学史时把科学看成是从天而降的,这是一种否定上层建筑反

作用的错误认知。

B.文章是以书信体形式写作的政论文,结构严谨,在行文时用简洁、鲜明的方式做了标

识,层次清晰。

C.文章综合运用举例论证、比喻论证、假设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来阐明观点,论证充

分,说服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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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章“这并不是说”“而是说”“并不像”“而是”等词语的使用,体现了用词准确、逻辑

严密的特点。

1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恩格斯启示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善于从大量纷繁复杂的必然性中发现它的偶

然性。

B.政治、法、哲学等上层建筑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它们之间虽有交集,但各自

独立。

C.恩格斯提醒收信人注意学习研究的方法,并表达了自己对书信内容叙写翔实的高兴

之感。

D.要正确理解历史就必须注意学习经济史,并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学习历史唯物

主义。

12.在《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一文中,恩格斯讲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认

为上层建筑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由

此看出恩格斯论述问题的辩证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辩证地

看待问题。请列举一个或几个事例,对此做辩证地分析。

  在《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一文中,恩格斯运用了大量的例子进行事实论证,从而有

力地支撑了自己的观点,增强了说服力。下面是某同学的一篇习作《保持你的本真》的节

选部分(注意:题目即论点),请根据提示在横线上填写内容,使文段更加完整。每段话不

少于100字。

保持你的本真

山鸡披上孔雀的羽毛,也永远成不了百鸟之王;鸭子学百灵鸟的嗓音,也永远成不了

歌王……忸怩作态,魅力尽失;装模作样,丑态毕现,究其一点,失去了自己的本真!

纵然世界如此灿烂,我只守候一方土地。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做到? 有些人做到

了! 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的孤岛上默默坚守30多

年。这份维护祖国海防事业的赤子本真,深深地感动着我们的心。美酒胜过瓶子,真情优

于谎言,真实强过面具,灵魂重于皮囊。保持你的本真,此乃第一要务。

(本段用事例论证保持自我、维持本真才能有所成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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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输赢,事业的成败,名利的得失,时常会困扰着我们。但若一个人的信念足够

坚定,内在力量足够强大,本真便不会消失,灵魂便依然存在。莲“出淤泥而不染”,即

此矣。

(本段用事例论证要做自己,不受外界的干扰,追求自己的事业。)②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

恩格斯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

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

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

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

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

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

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

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

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

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

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

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



8    

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

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

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

决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

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

室权力的形成过程中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

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

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

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

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

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

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

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

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

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

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

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另外,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

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

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

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

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

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

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

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

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

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

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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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选自《在思辨终止的地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义释》,

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

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把握本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核心观点,领会辩证唯物论的认

识论的理论内涵。

2.理清本文的论证思路,品味论证语言,体会文章的思辨性、现实性、批判性特点。

3.联系生活实际,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提高思维的深刻性、批判性。

飞跃
 
(  ) 辩

 
证(  ) 剥削

 
(  )

(1)掌握:  
(2)反映:  
(3)飞跃:  
(4)预期:  
(5)剥削:  
(6)滔滔不绝:  

  毛泽东(1893—1976),字    ,笔名子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

家、战略家、理论家、军事家,       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其主要作品有《矛盾论》《实践论》

《论持久战》等。



10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本是1963年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

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的一段文字,文中提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

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后单独成篇发表。文章阐释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    
中来的科学论断,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质疑问难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名师解惑 本文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阐

述观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开头至“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

的物质力量”,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

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第二层为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至“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分析认识

过程的两个飞跃。这是对第一部分的具体阐释。第三层为“现在我们的同

志中”至结尾,点明对党内同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意义。

● 质疑问难 本文具有怎样的写作特点?

● 名师解惑 本文用词准确贴切,逻辑清晰严密。文章开头写道:“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

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

来。”这里用了两个“只能”,起限制作用,说明人的正确思想来自社会实践这

一途径是唯一的,论断非常肯定。作者在提出三项实践时把“生产斗争”排在

最前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本文句式灵活多变,说理深透而又通俗明白。如文章开篇用三个设问句批

判认识论问题上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指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

正确认识的来源。语言通俗易懂,巧用设问句,引人深思,催人警醒。又如

“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中,

“滔滔不绝”“大块”“他觉得是个怪问题”等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强调了学

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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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问难 这篇文章表达了怎样的主旨?

● 名师解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同志20世纪60年代初所写的一

篇重要哲学论文,对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特别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作

了辩证的说明,坚持了《实践论》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在文章中批驳了认识

论根源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学习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这一阐述,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

1.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剥削
 
(xiāo) 追溯

 
(shuò) 任劳任怨

 
(yuàn)

B.囫 
囵(hú) 阔绰

 
(chuò) 随声附和

 
(hé)

C.婆娑
 
(suō) 嗔

 
怒(chēn) 诲

 
人不倦(huǐ)

D.洗涤
 
(dí) 戳

 
穿(chuō) 大发雷霆

 
(tíng)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政策  笑面虎  毛骨耸然

B.亵渎  走马灯  消声匿迹

C.彷徨  钻空子  涛涛不绝

D.磐石  走着瞧  顶礼膜拜

3.下列依次填入句中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时感到前途 。

②凡是自认正确的事,他向来坚持己见,从不唯唯诺诺, 附和。

③我的小表弟最喜欢 地在沙滩上涂鸦,因而绘画水平提高很快,他的绘画作品

居然还在市里获得大奖。

A.渺茫 盲从 随心所欲

B.渺远 盲从 为所欲为

C.渺远 听从 随心所欲

D.渺茫 听从 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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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每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有超过1000万名左右的青少年参加。

B.既然你来了,我也该走了。

C.通过参加智慧阅读活动,同学们拓宽了视野,提高了学习语文的兴趣。

D.未成年学生玩手机的危害应该得到有效引导和管理。

5.下列各项中,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的一项是(  )。

A.市教委召开座谈会,特邀几所重点高中的校长,研讨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的问题?

B.如果说鸟类是大地的标点,那麻雀便是最朴实、最常见的“逗号”:机灵、随意、无处

不在。

C.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 因为他来表

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 都不是。

D.真者,真诚相待,不虚情假意;忍者,宽容忍让,不针锋相对。

(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是自己头脑里

固有的吗? 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

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

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

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

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

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

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

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

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

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

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

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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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

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节选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选文开头一连提出三个问题,其作用是什么?

7.选文中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

简要概括画线部分的作用。

8.“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

是如此。”作者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

(二)

阅读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回答问题。

9.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的正确思想不能凭空产生,只能来自人们从事的生产斗争等社会实践。

B.人的思想是头脑中的感性认识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升华而形成的理性认识。

C.社会斗争中先进阶级的势力可能会因力量比较弱小而暂时失败,但最终会胜利。

D.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是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所以比第一个阶段更伟大。

10.下列对本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紧紧围绕“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中心论点展开论述。

B.文章按照“引论—本论—结论”的结构展开议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

C.文章论述重心是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最多经历“两次飞跃”形成正确认识。

D.文章最后指出要对我们的同志进行认识论教育,照应文章开头,具有针对性。

11.下列选项中,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本文中“两次飞跃”的观点的一项是(  )。

A.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

B.居里夫人和丈夫经实验提出了放射性理论,并成功用以指导医生的癌症治疗。

C.西汉的刘向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

D.伽利略做了著名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证明了重力加速度和物体质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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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文的论证语言有什么特点? 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13.阅读下面一段文字,用一句话加以压缩,不超过20个字。

正确的观点从哪里来呢? 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

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

下,给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点。而我们要把正确的观

点传达出来,也是离不开材料的。

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

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有很多,但我认为这些宏论说来说去,都是旁敲侧击,

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而又有效的途径。

怎么解答这个问题? 第一步应该解答的是用什么立场? 是唯心主义吗? 智慧是天

生的吗? 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

授的? 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剩下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唯物主义了,而

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了的,人又可以主观

能动地用以影响、改造客观世界。这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解答的是用什么观点? 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

就是说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他事物有关联的。

前面讲了,人能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用这种知识去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且在

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

智慧与知识的体系,或系统化了的、有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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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结构的人类知识。对这后一个问题正好现在已经有了答案,就是

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当然这是我的答案,还远不是什么定案。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的问题我已写过几篇东西,在这里仅就它联系到智慧的这一个题目,简略说一说。

这里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也

就是说,体系中所有的学科、理论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原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体系中所有学科、理论的发

展,即科学技术的成果,又要用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特征是:这

样的结构就把一些知识性的、经验性的东西放在体系之外了,因为这些东西与整个体系

的联系还说不清。此外,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等当然也在体系之外,这是由于其指导思

想的不同。所以我们的体系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暂时还进入不了体系的知识

海洋之中的。不但不孤立,而且体系和体系外还要有不断的交往,我们要重视研究体系

外的知识,经过整理和鉴别,有的还要随时吸收到体系中来,以充实和发展这个体系。

所以这个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开放、不断生长发展。

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是:在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分若干个大的

学科部门,暂时有九个大部门;每个部门又有三个层次,一个基础理论学科层次,一个应

用理论学科层次,和一层应用业务性或工程技术层次。每一个大部门也有它自己的哲

学概括,可以说成是这一部门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殿堂的桥梁;这些部门的概括

也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这九大部门及其哲学概括是:自然科学和自然

辩证法,社会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数学科学和数学哲学(元数学),系统科学和系统论

(不是所谓“一般系统论”,也不是所谓“老三论”“新三论”),思维科学和认识论,人体科

学和人天观,军事科学和军事哲学,行为科学和社会论(暂用词),以及文艺理论和马克

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这个大部门看来只有一个基础理论学科层次,因为文学艺术的

创作属艺术和技巧,不算是科学。

以上所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的全部精华,

它就是智慧的泉源,而这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吗? 我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证,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伟大科学家,

他们的成就都在于他们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我也可

以举出许许多多例证,当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碰壁闹笑话的时候,也就在于他们违背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因此结论是: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

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这样我们就重新肯定了哲学的涵义:智慧的学问;但更明确

了,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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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还要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

气壮”,他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去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

他懂得:“平楚日和僧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节选自《哲学研究》,1987年第2期)

三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科学内涵和重大原则,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2.联系时代背景,体会文章紧扣实事,论述科学、严谨,权威性强,极具号召力的特点。

蓬
 

勃(  )   殖
 

民(  )  掠
 

夺(  )  扎
 

根(  )    磅礴
 
(  )

僵
 

化(  ) 夙
 

愿(  ) 部署
 
(  ) 惊涛骇

 
浪(  ) 筚

 
路蓝缕(  )

披荆斩棘
 
(  ) 踔

 
厉奋发(  )

(1)部署:  
(2)僵化:  
(3)夙愿:  
(4)制定:  
(5)前所未有:  
(6)循序渐进:  
(7)惊涛骇浪:  
(8)改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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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筚路蓝缕:  
(10)披荆斩棘:  

  社论是通过对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问题的    来阐明报刊编辑部立场与主张

的言论,是新闻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除社论外,新闻评论还包括评论员文章、短评、述

评、编后、编者按等形式,具有新闻性和政论性,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要目的。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      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步调一致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剖析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和世

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认

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

● 质疑问难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名师解惑 本文共5个自然段,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自然段,阐述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党的中心任务,又是党发出的

动员令。第二部分为第2—4自然段,论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

则。第三部分为第5自然段,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

业,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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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问难 本文具有怎样的写作特点?

● 名师解惑 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深刻阐述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任务,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本文语言特点鲜明。长于使用对偶句、排比句,语言凝练,感染力强。多用

限定性词语,语言准确,论述严谨透彻。运用成语,庄重典雅。长短句结

合,句子错落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 质疑问难 这篇文章表达了怎样的主旨?

● 名师解惑 本文是一篇社论,主标题就是文章的核心观点。本文从政策、理论的高度

精要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而成功推进和拓展出来

的正确道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文章发表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具有较强的

权威性和鲜明的倾向性,能较好地起到引导舆论和指导实践的作用。

1.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怂恿
 
(yǒng) 贮

 
藏(zhù) 锲

 
而不舍(qiè)

B.畸 
形(jī) 蓦

 
然(mò) 踔

 
厉奋发(zhuó)

C.凛 
冽(lǐn) 告罄

 
(xìn) 忧心忡

 
忡(chōng)

D.悲怆
 
(chàng) 躯壳

 
(qiào) 怏

 
怏不乐(yàng)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僵化 一言堂 殚精竭虑

B.布署 省油灯 杳无音信

C.殖民 守财奴 筚路篮缕

D.凤愿 随大流 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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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次填入下列句中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①要认真清查国有企业现有的资产,防止有人借改革之机 国有资产。

②为了使这个展览办得更加充实,博物馆领导派出多人到老区 革命文物。

③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 其间,那才真有味儿。

A.侵吞 搜集 徘徊 B.鲸吞 收集 徘徊

C.鲸吞 收集 徜徉 D.侵吞 搜集 徜徉

4.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李琳生日那天收到了许多朋友送来的礼物。

B.通过“道德教育”培训,使同学们的道德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C.练武术跟练舞蹈,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D.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当天的报纸报道了一些无偿献血者的动人事迹。

5.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的一项是(  )。

A.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不同历史、宗教、习俗,彼此交相辉映,相因相生,共同擘画出这

个精彩纷呈的世界。

B.故事一定要贯穿节目的每一个环节:从标题、片子开场,到主持人、评论员的每一个问

题,都要跟这个故事配套。

C.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天空顿时湛蓝如洗。山川河流早已解冻,泥土中散发出

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

D.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骋,长河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挂在天际;孤城中,狼烟直直

刺向昏黄的天空。

(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前进道

路上,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要深刻认识到,只有
  

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才能
  

集

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只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只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才能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

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只有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才能
  

依靠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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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

论支撑,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

性,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节选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2022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6.分析选文中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7.选文中“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表述是否重复? 为什么?

8.划分选文层次并概括各层大意。

(二)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夙愿和期盼,凝结着中国人民的

奋斗和汗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为了这一

事业,无数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现在,我们已经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二十

大就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蓝图已经绘

就,号角已经吹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我们一定能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创造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节选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2022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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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二: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

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

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

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

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

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

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

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

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

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

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

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

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

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意识上也跟着推移转

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实践论》)

(节选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有改动)

9.分析两则材料中画线部分内容在语言风格上的异同。

10.材料一中说为了实现伟大光荣的奋斗目标要“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材料二中

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

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

路”。谈谈你对这几句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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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那么, ① ? 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船”和“桥”,给出了一整套完备的任务表和施工图。第一,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② ,有十四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在

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

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③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第四,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描绘的这幅中国式立体画卷,激励你我一起“撸起袖子

加油干”。

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词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

密,每处不超过13个字。

  【素材一】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辛弃疾

适用主题:爱国之情、家国情怀、爱国壮志等

写作示例:我爱我的祖国,爱它的江河湖海,爱它的千峰百嶂,爱它每一刻带给我的

小小感动,爱它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生于此,长于此,我无时无刻不爱这片土地,爱它

的繁华,也爱它的苍凉。沧海桑田化为琼楼玉宇,我只愿有朝一日,能“乘风好去,长空

万里,直下看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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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二】

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

适用主题:青年担当、使命责任、努力奋斗等

写作示例:“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把人

民与国家紧密联系了起来。确实,一国人民,尤其是我们青年一代,肩负着民族振兴、国

家富强的重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非只是一句空话,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切实地努

力奋斗,才能共同奔向更好的未来,实现更高的社会理想。

【素材三】

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

适用主题:心怀天下、立志报国、与友共勉等

写作示例:在不同时代下,爱国有着不同的内涵。自古以来,心怀国家的有志之士,

他们正是国家的脊梁。革命时期,仁人志士“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以一己之力投

入变革的浪潮中;和平年代,爱国是筑建中国梦的基石,我们更应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

伟大事业。无论何时,青年学子都应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风华正茂的

我们,当怀丹心启航新征程。



语文同步讲解与练习

(拓展模块·下)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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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一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课前———预习·梳理

字音字形

duò zhuàn pì bèi qián zuǎn zhóu chǎn
bì zhēn

重点词语

(1)依照旧传统或原有的规定办理;因袭。
(2)打开通路。开拓扩展。开创;创立。
(3)编辑(多指资料较多、篇幅较大的著作)。
(4)论述。
(5)归结到根本上。
(6)形容人感情脆弱,容易发愁或感伤。
(7)形容卑躬屈膝、奉承巴结的样子。
(8)精神非常疲劳,体力消耗已尽,形容极度疲乏。
(9)对每一字、每一句都仔细推敲,形容说话或写作

的态度慎重。

作者简介

无产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

写作背景

上层建筑

课后———巩固·提升

基础知识

1.C A项,盘桓(huán),贮(zhù)藏,奴颜婢

(bì)膝;B项,星宿(xiù),字斟句酌(zhuó);D项,
编纂(zuàn),咬文嚼(jiáo)字。

2.C A项,“污篾”应写作“污蔑”,“归根到低”

应写作“归根到底”;B项,“旁鹜”应写作“旁骛”;

D项,“亵牍”应写作“亵渎”。

3.B ①强壮:(身体)结实,有力气。强悍:强壮

勇猛。结合语境,这里指在母亲眼里,儿子身体

健壮,没 有 勇 猛 的 意 思,应 该 选“强 壮”。②“造

访”与“拜访”是同义词,它们都有“访问”的意思。
“拜访”是敬辞,多用于一般社交。不符合语境。

③狭 窄:宽 度 小;范 围 小。根 据 语 境,应 选 “狭

窄”。故选B。

4.B B项,“评头论足”指无聊的人随便谈论

妇女的 容 貌,也 比 喻 在 小 节 上 多 方 挑 剔。含 贬

义,与语境不符。

5.B A项,否定不当,应去掉“不”;C项,结构

混乱,应把“由于”改为“在”;D项,搭配不当,应把

“歌声”改为“歌”。

阅读提升

6.恩格斯重点论述的是经济关系中的技术,阐述了

其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基础的

作用。所以作者首先说明经济关系包括全部技

术,然后用四个“决定着”说明技术对上层建筑的

决定性作用,也就是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最

后补充说明经济关系还包括地理基础、前阶段残

余及外部环境。这样写重点突出,保证了论述的

准确、严谨。
7.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举例论证能够提供具体

的论据,使论点更有说服力,增强论证的可信度。
8.恩格斯举了两个实例说明科学不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因为生产生活技术实际需要的推动而产生

的。科学与技术、经济等因素有关,它不是独立

的,更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

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

9.C C项,“完全重合”错误。原文“如果您画

出曲线的中轴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

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10.A A项,“否定上层建筑反作用的错误认

知”错误。“把科学看成是从天而降的”,实际是

在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11.D A项,“从大量纷繁复杂的必然性中发

现它的偶然性”错误。研究历史必须从偶然性中

发现它的必然性。B项,“它们之间虽有交集,但

各自独立”错误。政治、法、哲学等上层建筑的发

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对

经济基础产生影响。C项,“对书信内容叙写翔

实的高兴之感”错误。原文中写的是“可惜我没

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

阐述这一切”,可见恩格斯在书信的结尾部分表

达了对于书信内容无法写得翔实的遗憾。

综合实践

12.(示例)考 试 中 的 失 败 应 该 用 辩 证 的 眼 光 去 看

待。考试成绩不好令人沮丧,但同时它也是对

自己的提醒和督促———与其沉溺在伤 心 中,不

如收拾心情,利用试卷上的错题对学习上的薄

弱环节查漏补缺,争取下次考试能取得好成绩。

写作训练

13.略。

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课前———预习·梳理

字音字形

yuè biàn xu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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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词语

(1)了解事物,因而能充分支配或运用。
(2)比喻把客观事物的实质表现出来。
(3)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化。由于事物性质的不

同,飞跃有时通过爆发的方式来实现,有时通过

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来

实现。不同形式的飞跃都是质变。
(4)预先期待。
(5)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主要是凭借生

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来进行的。
(6)形容连续不断(多指话多)。

作者简介

润之 马克思主义

写作背景

社会实践

课后———巩固·提升

基础知识

1.D A项,剥削(xuē),追溯(sù);B项,随声

附和(hè);C项,诲(huì)人不倦。

2.D A项,“毛骨耸然”应写作“毛骨悚然”。B
项,“消声匿迹”应写作“销声匿迹”。C项,“涛涛

不绝”应写作“滔滔不绝”。

3.A ①渺茫:因没有把握而难以预期。渺远:

遥远。根据语 境 应 该 选 用“渺 茫”。②盲 从:不

问是非地附和别人;盲目随从。听从:依照别人

的意思行动。根据句意应该选用“盲从”。③随

心所欲:一切都由着自己的心意,想怎么做就怎

么做。为 所 欲 为:想 干 什 么 就 干 什 么;任 意 行

事。一般含贬 义。根 据 语 境 应 该 选 用“随 心 所

欲”。

4.C A项,语义矛盾,去掉“超过”或“左右”。

B项,关联词语使用不当,把“也”改为“就”即可。

D项,搭配不当,“危害”改为“行为”。

5.A A项 错 误,应 将 句 末 的 问 号 改 为 句 号。

B、C、D三项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阅读提升

6.设置疑问和悬念,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强调

回答的内容,使中心论点鲜明突出;强调并说明

中心论点的内在含意。三个问句中,第一个问句

引出议论的中心,统贯全篇,也包括了后两个问

句的内容。

7.成功和 失 败 都 是 经 验,是 对“丰 富 的 经 验”的 补

充,体现了作者用语严谨准确的特点。

8.人与自然界相处的过程中,人的认识必须与自然

规律相符合,符合了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

的。而社会斗争因为力量悬殊等原因,在某个阶

段思想正确但也有可能失败。这体现了作者论

述严谨准确、全面科学。

9.D D项,“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是由精神

到物质的阶段,所以比第一个阶段更伟大”错误,
原文为“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

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次飞跃,
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

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

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

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第二

个阶段就是“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

的阶段”,它之所以意义更伟大,是因为它是“证

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

误的”。选项曲解文意,强加因果。 

10.C C项,“最多经历‘两次飞跃’”错误,文

中说“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

反复”,可 见 至 少 要 经 历 两 次 飞 跃。选 项 曲 解

文意。

11.B B项,居里夫人和丈夫“经实验提出了

放射性理论”是“由物质到精神”的第一次飞跃,
“并成功用以指导医生的癌症治疗”是“由精神到

物质”的第二次飞跃。A项,赵括“学兵法”是间

接经验,不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

跃,也没有第二次飞跃,所以排除。C项,刘向的

话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没有涉及第一次飞跃,
故排除。D项,通过实验检验理论,只是第二次

飞跃,故排除。

12.①用词准确,逻辑严密。例如,用“一般的说来”
修饰限定推理结果,用“暂时”“有时候”“有些”修

饰“失败”,在肯定普遍性的同时不否定特殊性,
思维严密。②语言高度概括。文章没有列举具

体例子,而以“思想”一词指代包括“理论、政策、
计划、方法”等在内的一切思想成果;用“由客观

物质到主观精神”“由精神到物质”高度凝练地概

括了两 次 飞 跃 的 认 识 过 程。③语 言 通 俗 易 懂。
如“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是自己头脑里

固有 的 吗? 不 是”,口 语 化 的 语 言,通 俗 易 懂。
(答出任意两点即可)

综合实践

13.(示例)正确观点的形成和传达都离不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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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课前———预习·梳理

字音字形

péng zhí lüè zhā bó jiāng sù shǔ hài
bì jí chuō

重点词语

(1)安排;布置(人力、任务)。
(2)变僵硬;停止发展。
(3)一向怀着的愿望。
(4)定出(法律、规程、政策等)。
(5)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6)(学习、工作)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
(7)①凶猛而使人害怕的波涛;②比喻险恶的环境

或遭遇。
(8)国家或军队更换旗子,指改变政权性质或投向

某一方。
(9)驾着柴车,穿着破旧的衣服去开辟山林(筚路:

柴车;蓝缕:破衣服)。形容创业的艰苦。
(10)比喻扫除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

文体知识

评论

写作背景

百年奋斗目标

课后———巩固·提升

基础知识

1.A B 项,踔 (chuō)厉 奋 发;C 项,告 罄

(qìng);D项,悲怆(chuàng)。

2.A B项,“布署”应写作“部署”;C项,“筚路篮

缕”应写作“筚路蓝缕”;D项,“凤愿”应写作“夙愿”。

3.D 侵吞:非法大量占有(别人的东西或公共

的财物、土地等)。鲸吞:像鲸一样地吞食,形容

大量侵占。根据语境,①应该填“侵吞”。搜集:
到处寻找(事物)并聚集在一起。收集:使聚集在

一起。根据语境,②应该填“搜集”。徘徊:来回

走动。徜 徉:安 闲 自 在 地 步 行。③应 该 填 “徜

徉”。故选D。

4.D A项,“许 多 朋 友 送 来 的 礼 物”有 歧 义,

“许多朋友”还是“许多礼物”不明;B项,“通过”

与“使”连用使句子缺乏主语;C项,“截然不同”
已经含有“完 全”的 意 思,重 复 啰 嗦。排 除 此 三

项,故选D。

5.D 第一个逗号应改为句号。

阅读提升

6.五个“只有……才能……”条件复句的使用,强调

了条件的唯一性,强化了逻辑关系和语气,构成

排比,增强了表达效果,使文章句子整齐,读来气

势磅礴。

7.不重 复。“知 难 而 进”“迎 难 而 上”有 不 同 含 义。
“知难而进”是敢于正视困难和不足,在机遇和挑

战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是一种强大的

信念。“迎难而上”是在风险和困难面前不推脱,
不逃避,是一种积极应对、勇挑重担的精神品格。

8.“当前……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为第

一层,提 出 本 段 要 阐 述 的 观 点。“要 深 刻 认 识

到……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第二层,分析坚

持各项重大原则的必要性。最后为第三层,指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9.共同之处:两则材料都体现了论说文语言简明、
扼要、准确的特点,还使用了如“艰苦卓绝”等词

语,体现了作者的感情倾向。不同之处:材料一

用了较多富有文学色彩的词语,使得论述情感色

彩较浓,号 召 性、鼓 动 性 强。此 外,句 式 比 较 整

齐,韵律感和节奏感较强。材料二论述语言分析

客观,具有论述周全、逻辑严密的特点。而“任何

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等词的使用,使

行文语气更加坚定,气势夺人。

10.“志不改、道不变”说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

信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念不

动摇。“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说的是实践是发展的,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也不

是僵死的,用活的理论指导活的实践,用新的实

践检验新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二者

的联系是:一方面,在前进道路上要坚持真理,要

有为伟大事业奋斗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志不

改、道不变”不是说不知变通,而是要根据具体情

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地开

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综合实践

11.(示例)①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②我国人口众

多 ③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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