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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答甲组或者乙组

甲组

1.	 分析、比较、识别下面的两篇选文。评论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以及其应用范围、读者对
象、写作目的和文体风格特征等方面的意义。

甲组第一篇

什么是最重要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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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最怵作文。有一次，老师跟我说：“你儿子的表达好像很有问题。”我实话实说：
“是啊，我也纳闷儿：他放假时写的影评很棒，但是一到学校写作文，简直就惨不忍睹。”

老师为了挽救后进生，把班上同学写得好的作文找出来，让儿子学习、模仿。我看
了这些“优秀作文”后，心中大喜。我跟垂头丧气的儿子说：“说实话，这些作文写得一点
儿也不好。开头一段是排比，堆砌辞藻；中间又是引用名言名句；到了结尾，为赋新词
强说愁，自己的话一句也没有。你得庆幸自己没写成这样！写作时，你要忠实于自己的
想法，把要表达的东西写清楚，这是最重要的。”

有时，儿子每周要写好几篇作文。我认为，这种方法对孩子来说就是乱弹琴。孩子
们成天忙着练习写作，连看书和思考的时间都没有，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

在家里，我也会教儿子一些读书和写作的方法。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去想，
然后，让很多东西自己冒出来。我承认，我教儿子的做法，看起来很“浪费”。但我真正的
目的是让他学会自己打开眼界，找到一种跟世界连接的方式。

这些东西是用来成长的，不是用来考试的。
我觉得教育就是两个字：教和育。教，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送，而是言传身教。育，

不是填鸭，不是吃饱就可以成长，你需要花时间和孩子一起玩耍，看看他们是怎么想
的，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了解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有怎样的不同。

总之，你不能太功利。教育不是复印机，爱和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铂程斋《读者》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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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第二篇

浅谈“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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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来看，“应试教育”在认识上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忽视
了对大多数学生的培养，只对少数人服务。客观现实决定了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考试进
入大学，片面强调和追求升学率，必将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基础教育成为面向
少数人的教育；二是“应试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只
重知识传授，忽视能力与心理素质培养，它所追求的是片面发展，而不是全面发展。为
了考试而学，是根本违背人才培养的规律的。

反观当今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教育观念的更新，智力已不再是能力的同义
词，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程度的提高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要求人不仅要具备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具备与他人之间的合作能力，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持续性
的学习能力、自我激励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等素质。简言之，社会需要的是全面的综
合性高素质人才。显然，“应试教育”这种教育倾向不能适应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而且还
会有碍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发展。

基础教育，顾名思义，是所有教育中的基础，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基础教育的
偏差，必然会对整个教育体系靠官影响，最终影响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现
代化战略目标是否能如期实现？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各
民族之林？一切都归根于我们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正是为了保证现
代化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结合我国的教育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在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
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一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本质上讲，素质教育是指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
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
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正是为了克服“应试教育”的弊
端，准确地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同时，素质教育既体现一种教育思想，又表现为
一种实践模式。素质教育不是不考试，而是旨在通过素质教育纠正那种把考试作为目的
的错误教育思想，注重要把作为具体方法的考试和作为指导思想的“应试教育”区别开来；
其次，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决不是否定个体的差异，恰恰相反，素质教育追求
的是“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的统一，要注重因材施教，面向有差异的每一个个体，根据
不同学生的不同实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地满足未来社会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

李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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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

2.	 分析、比较、识别下面的两篇选文。评论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以及其应用范围、读者对
象、写作目的和文体风格特征等方面的意义。

乙组第三篇

只是需要心理整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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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是某艺术院校的学生，虽然才艺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但在这美女如云的学校
里，有些胖的她总觉得矮人一等。抽脂、隆胸……经过一系列的整容手术后，刘丽觉得
别人依旧看不起她，这时，她想到了再一次整容。坐在诊室里，刘丽始终低着头。“可
以把头抬起来点吗？”医生问。刘丽却将头埋得更低，双手在裤子上揉搓着：“我长得很
丑！”没等医生继续问话，泪水已经从她的眼睛里涌出。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小时
候，每到过年，姨父就会拿着相机给我们小孩拍照，可是每次轮到我时，他都说我太胖
而不给我拍。最近我经常感到胸闷，晚上也老做噩梦。”

“颧骨加高，眉毛抬高。”当一名  30  多岁的女子提出这样的整容要求时，却把接待她
的整容专家弄得哭笑不得。原来，这名女子原来的外表柔弱纤巧，五官也十分清秀，这
样整容的结果，不但不会让她变得更美，反而还会影响她本来的美丽。经过专家询问才
得知，原来该女子整容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容貌有问题，而是结婚已经  8  年多的她，丈夫
是生意人，经常在外应酬。该女子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颧骨和眉毛太低，这样的面相太
柔顺，会控制不了丈夫，从而增加婚姻的危机。她居然真就信了，为了如此荒唐的理由
就做出了整容的决定。

笔者在一些整容医院了解到，像这样因为心理异常，盲目整容的人还很多，基本上
能占到整容者的一成。很多年轻女孩子都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就某个部位反复去做整
容手术。单眼皮改双眼皮，改完后觉得不满意，又改回单眼皮的例子屡见不鲜，而且她
们往往是越改越不满意，越改心里越不痛快，这样下去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

整形外科专家指出，如果仅仅因为一些不理智的想法，就草率决定去整容，不但很
难取得好的效果，而且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一些专家还建议，整容医院应该再设立“整形
心理门诊”，对要求整容的顾客先进行心理“整容”。面子固然重要，但身心健康才是女性
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美丽。

一定程度上，整容确实能增添个人的自信与尊严，很多平凡的女孩借着外貌的改变
而重新树立了信心，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暗示。不过，也应
该清楚认识到，这些整容机构能解决的只是人们身体上所存在的美的缺陷，而改不了一
个人对生活、工作及朋友的态度和对自己未来的正确衡量。整容只是增强自信心的一种
途径，而自信心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所以在身体整容的同时，别忘了心理“整容”。

马婧婧《青年时讯》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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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第四篇

整容有限度　耗损难避免——访叶子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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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叶子荣，男，43  岁，1983  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1988  年获医学硕士学
位。1992  年开始从事整形美容外科，1994  年任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整形美容中心主任至今。任中华医学会武汉市医学美容学会副主任委员。擅长各种
整形美容手术。

三九网：目前来医院做整容手术的人群的特点是什么？
叶子荣：第一种是主观上想整形，有这种内心愿望。在这一人群中有一部分是有先天性缺

陷、畸形的患者，或是由于事故而引起畸形的患者。还有一部分是无明显缺陷的。
这一部分占到  80%至  90%左右。第二种是在周围人的动员之下来做整容手术的。与
以往不同的是，无明显缺陷希望锦上添花的手术者越来越多，整容的原因和目的也
开始花样百出。甚至许多十多岁的青少年也来要求做手术，这是令医学界很担忧的
一种现象，虽然爱美之心可以谅解，但对那些没有成熟的整容心态的患者，我们医
院一般是会拒绝的。

三九网：一个成功的整容手术是以什么为标准的？
叶子荣：成功率是有双重标准的，一台整形美容手术是否成功也许医生和患者的答案会

不一样。如前段时间热炒的“广州第一人造美女”就对自己手术后的状况很不满意，
但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她的手术并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一台整形美容手术成功与否
一定要看做手术的医疗机构的硬件设备、机构规模、医生对美学标注的认知程度是
否达到标准。由于目前我国的整形美容市场医生及医院资质的良莠不齐，造成中国
整容整形业兴起的近  10  年中，平均每年因美容毁容的投诉有近两万起，10  年间已
有  20  万张脸被毁掉。

三九网：患者决定做整容手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签订术前合同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叶子荣：首先，要明确手术目的，对手术采取慎重的态度。其次，要做到对手术过程的

了解，以及清楚希望达到的效果，和医院医生做好交流和沟通。最后，要对手术
结果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好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选择医院时一定要
到正规的专业机构和专业医院，这样手术效果才会有保障。签订合同时一定要知道
手术的风险，并要求医院注明失败的标准和处理责任，医生有义务告知患者有知晓
权利。消费者不要盲目听信广告宣传，目前的很多整形美容广告都有很多虚假的成
分，有的甚至是一种作秀的行为。签定合同时也会把医院的责任减到最小，患者在
选择时一定要注意。

叶子荣《三九健康网》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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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答甲組或者乙組

甲組

1.	 分析、比較、識別下面的兩篇選文。評論兩者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以及其應用範圍、讀者對
象、寫作目的和文體風格特徵等方面的意義。

甲組第一篇

什麼是最重要的（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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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最怵作文。有一次，老師跟我說：“你兒子的表達好像很有問題。”我實話實說：
“是啊，我也納悶兒：他放假時寫的影評很棒，但是一到學校寫作文，簡直就慘不忍睹。”

老師為了挽救後進生，把班上同學寫得好的作文找出來，讓兒子學習、模仿。我看
了這些“優秀作文”後，心中大喜。我跟垂頭喪氣的兒子說：“說實話，這些作文寫得一點
兒也不好。開頭一段是排比，堆砌辭藻；中間又是引用名言名句；到了結尾，為賦新詞
強說愁，自己的話一句也沒有。你得慶幸自己沒寫成這樣！寫作時，你要忠實於自己的
想法，把要表達的東西寫清楚，這是最重要的。”

有時，兒子每週要寫好幾篇作文。我認為，這種方法對孩子來說就是亂彈琴。孩子
們成天忙著練習寫作，連看書和思考的時間都沒有，這種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

在家裡，我也會教兒子一些讀書和寫作的方法。我們會花很多的時間去看、去想，
然後，讓很多東西自己冒出來。我承認，我教兒子的做法，看起來很“浪費”。但我真正的
目的是讓他學會自己打開眼界，找到一種跟世界連接的方式。

這些東西是用來成長的，不是用來考試的。
我覺得教育就是兩個字：教和育。教，不是單純的知識傳送，而是言傳身教。育，

不是填鴨，不是吃飽就可以成長，你需要花時間和孩子一起玩耍，看看他們是怎麼想
的，聽聽他們是怎麼說的，瞭解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有怎樣的不同。

總之，你不能太功利。教育不是複印機，愛和自由比什麼都重要。

鉑程齋《讀者》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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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第二篇

淺談“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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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來看，“應試教育”在認識上存在著兩個誤區，一是忽視
了對大多數學生的培養，只對少數人服務。客觀現實決定了只有少數人能夠通過考試進
入大學，片面強調和追求升學率，必將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使基礎教育成為面向
少數人的教育；二是“應試教育”在教育內容上忽視德育、體育、美育和生產勞動教育，只
重知識傳授，忽視能力與心理素質培養，它所追求的是片面發展，而不是全面發展。為
了考試而學，是根本違背人才培養的規律的。

反觀當今世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教育觀念的更新，智力已不再是能力的同義
詞，現實問題的複雜化和綜合程度的提高以及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要求人不僅要具備
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更要具備與他人之間的合作能力，處理問題的應變能力、持續性
的學習能力、自我激勵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等素質。簡言之，社會需要的是全面的綜
合性高素質人才。顯然，“應試教育”這種教育傾向不能適應社會人才培養的需要，而且還
會有礙於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基礎教育的發展。

基礎教育，顧名思義，是所有教育中的基礎，起著關鍵性的決定作用。基礎教育的
偏差，必然會對整個教育體系靠官影響，最終影響人才的培養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的現
代化戰略目標是否能如期實現？中華民族在  21  世紀能否以富強、文明之邦屹立於世界各
民族之林？一切都歸根於我們能否培養出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專業人才。正是為了保證現
代化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結合我國的教育發展的實際，提出了在基礎教育中的“應試教
育”向全面素質教育轉變這一教育發展的戰略目標。

從本質上講，素質教育是指以提高全民族素質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體學生、全
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為根本目的，以注重開發受教育者的潛能，促進受教育者德智體
諸方面生動活潑地發展為基本特徵的教育。實施素質教育正是為了克服“應試教育”的弊
端，準確地貫徹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同時，素質教育既體現一種教育思想，又表現為
一種實踐模式。素質教育不是不考試，而是旨在通過素質教育糾正那種把考試作為目的
的錯誤教育思想，注重要把作為具體方法的考試和作為指導思想的“應試教育”區別開來；
其次，素質教育強調面向全體學生，決不是否定個體的差異，恰恰相反，素質教育追求
的是“一般發展”與“特殊發展”的統一，要注重因材施教，面向有差異的每一個個體，根據
不同學生的不同實際，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素質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全面提高教學質
量，充分考慮如何更好地滿足未來社會發展以及學生全面發展和長遠發展的需要。

李妍《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2001  年



–	4	– M13/1/AYCHI/HP1/CHI/TZ0/XX	TRAD

2213-2005

乙組

2.	 分析、比較、識別下面的兩篇選文。評論兩者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以及其應用範圍、讀者對
象、寫作目的和文體風格特徵等方面的意義。

乙組第三篇

只是需要心理整容（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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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是某藝術院校的學生，雖然才藝一點也不比別人差，但在這美女如雲的學校
裡，有些胖的她總覺得矮人一等。抽脂、隆胸……經過一系列的整容手術後，劉麗覺得
別人依舊看不起她，這時，她想到了再一次整容。坐在診室裡，劉麗始終低著頭。“可
以把頭擡起來點嗎？”醫生問。劉麗卻將頭埋得更低，雙手在褲子上揉搓著：“我長得很
醜！”沒等醫生繼續問話，淚水已經從她的眼睛裡湧出。她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小時
候，每到過年，姨父就會拿著相機給我們小孩拍照，可是每次輪到我時，他都說我太胖
而不給我拍。最近我經常感到胸悶，晚上也老做噩夢。”

“顴骨加高，眉毛擡高。”當一名  30  多歲的女子提出這樣的整容要求時，卻把接待她
的整容專家弄得哭笑不得。原來，這名女子原來的外表柔弱纖巧，五官也十分清秀，這
樣整容的結果，不但不會讓她變得更美，反而還會影響她本來的美麗。經過專家詢問才
得知，原來該女子整容並不是因為自己的容貌有問題，而是結婚已經  8  年多的她，丈夫
是生意人，經常在外應酬。該女子的一位朋友說，她的顴骨和眉毛太低，這樣的面相太
柔順，會控制不了丈夫，從而增加婚姻的危機。她居然真就信了，為了如此荒唐的理由
就做出了整容的決定。

筆者在一些整容醫院瞭解到，像這樣因為心理異常，盲目整容的人還很多，基本上
能佔到整容者的一成。很多年輕女孩子都因為一時頭腦發熱，而就某個部位反復去做整
容手術。單眼皮改雙眼皮，改完後覺得不滿意，又改回單眼皮的例子屢見不鮮，而且她
們往往是越改越不滿意，越改心裡越不痛快，這樣下去很容易產生心理障礙。

整形外科專家指出，如果僅僅因為一些不理智的想法，就草率決定去整容，不但很
難取得好的效果，而且往往還會適得其反。一些專家還建議，整容醫院應該再設立“整形
心理門診”，對要求整容的顧客先進行心理“整容”。面子固然重要，但身心健康才是女性
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美麗。

一定程度上，整容確實能增添個人的自信與尊嚴，很多平凡的女孩借著外貌的改變
而重新樹立了信心，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的確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暗示。不過，也應
該清楚認識到，這些整容機構能解決的只是人們身體上所存在的美的缺陷，而改不了一
個人對生活、工作及朋友的態度和對自己未來的正確衡量。整容只是增強自信心的一種
途徑，而自信心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所以在身體整容的同時，別忘了心理“整容”。

馬婧婧《青年時訊》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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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有限度　耗損難避免──訪葉子榮（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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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介：葉子榮，男，43  歲，1983  年畢業於武漢醫學院，1988  年獲醫學碩士學
位。1992  年開始從事整形美容外科，1994  年任武漢市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
醫院整形美容中心主任至今。任中華醫學會武漢市醫學美容學會副主任委員。擅長各種
整形美容手術。

三九網：目前來醫院做整容手術的人群的特點是什麼？
葉子榮：第一種是主觀上想整形，有這種內心願望。在這一人群中有一部分是有先天性缺

陷、畸形的患者，或是由於事故而引起畸形的患者。還有一部分是無明顯缺陷的。
這一部分佔到  80%至  90%左右。第二種是在周圍人的動員之下來做整容手術的。與
以往不同的是，無明顯缺陷希望錦上添花的手術者越來越多，整容的原因和目的也
開始花樣百出。甚至許多十多歲的青少年也來要求做手術，這是令醫學界很擔憂的
一種現象，雖然愛美之心可以諒解，但對那些沒有成熟的整容心態的患者，我們醫
院一般是會拒絕的。

三九網：一個成功的整容手術是以什麼為標準的？
葉子榮：成功率是有雙重標準的，一台整形美容手術是否成功也許醫生和患者的答案會

不一樣。如前段時間熱炒的“廣州第一人造美女”就對自己手術後的狀況很不滿意，
但從醫生的角度來說，她的手術並沒有什麼不妥。不過一台整形美容手術成功與否
一定要看做手術的醫療機構的硬件設備、機構規模、醫生對美學標注的認知程度是
否達到標準。由於目前我國的整形美容市場醫生及醫院資質的良莠不齊，造成中國
整容整形業興起的近  10  年中，平均每年因美容毀容的投訴有近兩萬起，10  年間已
有  20  萬張臉被毀掉。

三九網：患者決定做整容手術時應注意哪些問題？簽訂術前合同時要注意什麼問題？
葉子榮：首先，要明確手術目的，對手術採取慎重的態度。其次，要做到對手術過程的

瞭解，以及清楚希望達到的效果，和醫院醫生做好交流和溝通。最後，要對手術
結果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好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選擇醫院時一定要
到正規的專業機構和專業醫院，這樣手術效果才會有保障。簽訂合同時一定要知道
手術的風險，並要求醫院註明失敗的標準和處理責任，醫生有義務告知患者有知曉
權利。消費者不要盲目聽信廣告宣傳，目前的很多整形美容廣告都有很多虛假的成
分，有的甚至是一種作秀的行為。簽定合同時也會把醫院的責任減到最小，患者在
選擇時一定要注意。

葉子榮《三九健康網》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