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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政治复习

一些同学的作文为什么不能
打动人？原因是他的作文中没有个
“我”。

他写的作文总是关注别人的
生活，让别人替他说话，甚至一提
到写作文，他 就想 到可以用哪一
篇范文来套，来讨老师喜欢，来得
高分，这样是永远写不出好 作文
的。君不见古人很忙，孔子、屈原、司
马迁、李白、苏轼、李清照轮番出
场；现代名人很忙，雷锋、徐虎、张海
迪基本退居二线了，倒是姚明、刘翔
还要忙着给我们同学当材料，去年
是刘伟频繁出场，今年可能是乔布
斯先生频频亮相了。这些名人不是
不能写，写他们还是为了写自己，表
白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果通篇没
有“我”，那就不是表达了，而是一大

堆作文素材展览会。
我们来看老舍是怎么写《想北

平》的。北平首先是老舍的故乡，然
后才是文化故都。问题是作为故
都象征的名胜跟一般普通老百姓
有多少关系？北平可写的内容 很
多，老舍单拣他所知道的来写。对
偌大一个 北平来说，老舍当然知
道得很有限。于是老舍写的是“我
的北平”，“我心中的北平”。他写
的是北平“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
合”的一段历史。因此老舍笔下，没
有故都的风景名胜，而是寻常百姓
所习见的那些平常景物，什么雨后
什刹海的蜻蜓、玉泉山的塔影、长
着红酸枣的老城墙、积水潭、小蝌
蚪、蜻蜓、牵牛、靠山竹、草茉莉、蝴
蝶、韭菜叶上的泥点、带白霜儿的

水果等等，总而言之，这是“我的北
平”、“我心中的北平”、“整个儿和
我的心灵相粘合的北平”、“既复
杂而又有个边际儿的北平”、“动中
有静的北平”、“人为中显出自然的
北平”、“密中见疏的北平”、“贴近
自然的北平”……因此，在国难当
头之际，在故国家园将要失去的时
候，作为离开故乡的游子，“要落泪
了，真想念北平呀”！这就是《想北
平》中的“我”，这就是老舍，从一
个平民的视角，去写故乡，去怀念故
乡，就非常感人，就能够在人们心中
唤起对故乡的情绪，引人下泪。

学了这篇课文，我布置了一篇
作文《我和上海》。生活在上海的
你，能否以你的视角，写出你心中
的上海呢？如果上了一点年龄的同
学，可能会写得好些，因为他们生
活在石库门、老弄堂里，那里有一
段跟他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他们在
那里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童年时
光。可对现在90后同学来说，恐怕生

活在弄堂里的很少，多数是搬到那
些钢筋水泥铸就的高楼大厦中去
了，邻里之间多数老死不相往来；还
有一批新上海人的后代，他们的童
年一半在故乡一半在上海。那让他
们怎么写呢？照样写。不管怎样，他
们跟上海有一段切身的联系，有一
段“粘合”的历史。

比如一位同学是新上海人的后
代，他就写童年和小伙伴在小区内
游戏的那段“历史”，后来那些小伙
伴都搬走了，随着他们人大心大，都
各自有了另外交往的圈子，联系越来
越少了，以至于他内心非常寂寞、失
落、孤独，多渴望能回到童年呀！这
就是有“我”，有他和上海相“粘
合”的一段历史，反映上海海纳百川
的特有文化，上海的变化以及上海
城市居间的改变在他这一代人身
上所投射的心灵暗影。这便是真实
的，便是好作文，让人读了以后，尤
其是同龄人，会在心中泛起阵阵涟
漪。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1月8日隆重召
开。胡锦涛同志作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
核心报告，为未来新一届中央集体构划了前行的
纲领和方向。

报告的十二部分中亮点众多，可以进入高考
复习视野的也真不少。为方便考生复习，现将其
中有重大突破的三个方面结合政治常识、经济常
识、哲学原理作一解读。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要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胜利，总布局是“五位一体”的发展道
路，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自十六大“三个文
明建设”到十七大的“四个文明建设”以来，又一
个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要求。

从经济常识上考虑，涉及原理包括：

①社会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②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
发展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

③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立足点放到提
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④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⑤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⑥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

的第三产业。
⑦发挥科技创新作用。
⑧改变GDP政绩观，提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生态保护相统一。
从政治常识上思考：

①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正确的政治领导促进

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②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

组织领导。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对
内的主要职能，包含五个方面的建设，体现了我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

③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从哲学原理看：

①联 系的普遍性原 理，要求我们用联 系
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

②主次矛盾不可偏废的原理。要求我们既要
抓住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也不能忽视环境恶化
等次要矛盾。

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④增强创新意识，以新颖独特的方法解决新

出现的问题。

●在民生领域首次明确提出

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在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目标时，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各翻
一番。针对居民收入增长不仅提出了量化目标，而
且还是倍增目标，进一步体现了以人为本、民生
优先的工作思路。

从经济常识上看：

①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必然要求，使全体
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经济增长的根本意义就是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居
民收入提高有利于内需增长，促进经济发展。

③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

④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例。
从政治常识去理解：

①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
定的。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各种发展。

②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
③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应有之义。
④这是党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指导思

想的必然要求。
从哲学常识上思考：

①正确意识对事物发展有反作用，党的文件
对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提高有促进作用。

②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变革社会
的决定力量。

③要坚定地走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道
路。

●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胡锦涛强调：要把制度建
设摆在突出位置、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
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
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从政治常识方面思考：

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
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②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③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④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人民当家做
主的体现。要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使党的决策更
加民主化、科学化。

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正
确认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

⑥完善民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积极参与
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

从哲学常识上看：

①因果联系是事物联系的重要内容。民主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缺一不可。

③民主建设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有秩
序、有步骤地进行。

解读十八大新亮点
■交大附中政治高级教师 蒋敏然

>>> 作文讲习

作文中要有个“我”
■光明中学语文教师 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