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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型认知 

题型 词句解释题 

题型判断 谈……的含义；对……进行解释；谈对……的理解等。 

答题思路 

释义（关注与解释的词句相近的句子，比如权威观点、总结句等，得出简

单的字面含义）+ 相关要素（问题、危害、意义、事例等）+ 对策（简要

总结怎么做） 

二、真题演练 

例 1： 

根据“给定资料 2”，对专家们所说的“技防”“人防”加以解释。（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 150字。 

材料 2： 

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 12 级台风

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

防灾救灾研究所的科研课题。 

上海某报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  引起了研究所

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诸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

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

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的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

有 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水淹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

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

侵的“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

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应对的 H 博士，对地铁渗水

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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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

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 博士想用这个案例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

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

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

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

高的灾害事故。”火灾防范方面的 C 研究员力挺 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

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站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

上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事项。 

当被问到“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

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

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疏散人群，工作人

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

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

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 Y博士。

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

节。 

“无论是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

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

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 博士说，汶川大地震、上海

“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

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

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

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对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 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装有玻璃幕墙的大

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 12 级以上的大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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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

筑工人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

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

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表面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

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例 2 

根据“给定资料 4”，谈谈你对“群体性孤独”的认识。（15分） 

要求：理解准确，分析透彻，条理清晰，不超过 350字。 

在朋友圈刷存在感、在网络小说中找爱情、在游戏里成就“王者荣耀”„„在互联网时

代，当 Wifi成为“底层需求”，现实生活也在不断被“二进制化”。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刷手机、玩电脑俨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下，“群体性孤独”已成为一种时代病，

尽管网络能够让互相间的联络更加紧密，轻动指间，就可以“联通你我”，但我们似乎感觉

更加地疏远和孤独，空虚和焦虑也越来越频繁地造访我们。 

“群体性孤独”主要出现在那些沉迷于“吃鸡”、“王者荣耀”等网络游戏的人身上。凌

晨一点半，青年胡欣在“吃鸡”群里发出一条组队邀请。十分钟内，3名群友迅速响应。临

近两点，整个城市一片寂静，4个年轻人却在各自的角落点亮屏幕、戴上耳机，又一次沉浸

到游戏世界中。 

“让人沉迷的其实不是游戏本身有多好玩，而是沉浸在游戏世界里的感觉。在游戏里，

我们团队作战、所向披靡，这也为个体的无助找到了一个暂时宣泄的出口。我一有时间就打

游戏，熬夜打游戏已是家常便饭。可悲的是，这些都是假象。每次打完游戏后，我依然还是

要追赶节奏飞快的社会，各种堆积的工作、家庭的压力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胡欣说。 

“网络社交所具有的互动等功能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需求，我的爱好是追网文，

而我的一个室友，每天晚上花一两个小时刷抖音，不刷不睡觉。”在校读研的吴莉表示，追

文消耗掉大量原本应该用于社交的时间，让她觉得社交能力正在逐渐变弱，“网文、网剧还

虚构出一整套代入感极强的‘粉红世界’，填补了年轻女孩儿空虚的心，让我们不再那么渴

望现实中的交往，我们会忽视掉那种面对面的交流。然而，这些满足只是暂时性的。也正是

因为如此，我们才陷入到了‘群体性孤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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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你是否熟悉？每次家庭聚会，一家人都各自抱着手机抢红包。同学们或者

同事们在 QQ 群里聊得热火朝天，而一旦见面又像陌生人一样，都不怎么说话。“这让我想

起了一本英文书《Alone  Together》，中文译名是《群体性孤独》。我觉得这些人都患上了

‘群体性孤独’。”“80后”青年张磊说。 

渴望哆啦 A梦或大白式的温暖而长情的专属陪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依赖上了诸如机器

宠物等的情感机器人。殊不知，这恰恰加剧了我们的孤独。从早期的电子宠物蛋“拓麻歌子”，

到后来的机器人“菲比”“真宝”“卡格”，再到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海豹医生“帕罗”，

机器人精准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也越来越离不开它们。很多人为情感机器人

的发明拍手叫绝，甚至有人扬言要和机器人过一辈子。人与人的交往中少不了摩擦，我们无

法预测一个人能陪我们多久，但我们可以确信，机器人能一直陪伴我们。这种乐观情绪固然

有其依据，但是我们终须明白，机器人终究是机器，其情感是通过计算得来的，并不是真情

的流露。 

机器人究竟能不能取代人类的陪伴呢？华东师范大学叶教授认为这取决于被陪伴者的

需求。“在人与机器人的互动中，如果需要的只是服务，那就行；如果需要的是关系，那就

不行。”如果人们长期依赖情感机器人，就会失去和身边真正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相互关心。 

“群体性孤独”的出现，也给我们以警醒：在追求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处理好人与技术

的关系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话题。我们必须要确保，科技是臣服于人类

的，它必须始终为人类服务，不能凌驾于人类之上。否则的话，人类就成了受技术任意摆布

的“玩偶”。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解决“群体性孤独”，需要切实缓解当下严重的“青年焦虑”问题。

如何让能力出彩的你不再因学历不够高而错失评级、晋升的机会；如何让独自在大城市拼搏

的你不受黑中介的欺骗，能租到一套物美价廉的房子；如何让事业有成的你可以把父母、伴

侣接到身边，让你和他们都能成为当地人；如何又让突然遭遇变故、跌入人生低谷的你能享

受到来自社会的保障？这些都需要政府在制度改革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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