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二五年司白画大学清迈分校入学考试

答 题 样 本

答题人：ChatGPT

点评人：沉鳞竞跃

出 品：司白画大学清迈分校教育考试院样本分析室

说 明：本样本与“答题要点”不同，评卷以此份为主。样本不是参考答案。

点 评：本样本在答题过程中立场偏向中方，但其答题较为合理且有条理，经司

白画大学清迈分校教育考试院认定，此样本分数为 85 分，等级为 A。

第一部分 历史遗留问题

1. 谁是抗日战争领导者？并说明理由。

答案： 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是蒋中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根据历史事实，蒋中正作为国民政府主席、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际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斗，特别是在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

指挥了大规模的战役。尽管中国共产党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主要是通过游击战争

和发动群众抗战，但其领导地位在国民政府之下。

思路：

 材料一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但忽略了蒋中正作为实际领导者的地位。

 材料二列出了当时的主要指挥官，蒋中正无疑是国民政府抗战的核心人物。

2. 为什么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会出现分歧？

答案： 材料一和材料二的分歧主要在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材料一来自中国共

产党宣传平台《人民日报》，其目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其为民族先锋。而材料二则是从历史事实和多方面的角度，列举了当时国民

政府和日本的主要领导者，强调了蒋中正的领导地位。两者的分歧反映了不同政

治力量对历史的诠释。

思路：

 材料一强调中国共产党，反映了政治宣传的角度。



 材料二较为中立，更多反映了历史实际情况。

3. 阅读材料，通览表格，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答案： 从表格可以看出，国共两军的战报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别是共军的战果

与日军的战报差异非常大，通常会显著夸大其战果，显示出共军在宣传中掺水的

现象。相比之下，国军的战报与日军战报的差距相对较小，显示出国军的战果较

为客观。共军战报中的虚假成分较为明显，夸大了实际战果。

思路：

 分析国共两军与日军战报的对比。

 强调共军战报的浮夸性质，而国军相对较为真实。

4. 根据材料，概括八年抗战给共军带来了什么？

答案： 八年抗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军力的壮大。共军通过抗日战争，尤

其是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军事经验，还吸引了大量民众的支持，

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战争结束后，八路军的规模显著扩大，为解放战争中的胜

利奠定了基础。

思路：

 分析材料一中的对比，共军通过抗战积累力量。

 强调政治和军事双重发展。

5. 结合事实及时事，分析真理部为什么要篡改历史？

答案： 真理部篡改历史，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并塑造对外形象。通过强调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可以增强党的正当性和民众支持。同时，控制

历史叙述也有助于压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影响力，尤其是国民党在战后历史的反响。

思路：

 理解政治控制和历史叙述的关系。

 认识到政治宣传在历史记载中的作用。

6. 根据材料一，对“某些网民”的双面性进行评价。



答案： 某些网民的双面性表现为他们在表达情绪时缺乏理性，甚至在看到日本

遭遇自然灾害时仍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表明他们对历史的理

解不全面，不能理性看待过去的仇恨与现实的局势。

思路：

 反思“仇日情绪”的背后原因。

 强调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7. 根据材料二，说明谁杀的中国人更多？

答案： 根据材料二，党国杀害的中国人要远远超过日本军人的伤亡。特别是在

三年大饥荒时期，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日本在抗日战争期间造成的死亡人

数。

思路：

 理解历史背景中的“党”与“日”在中国的伤害。

 深入反思历史悲剧与政治责任。

第二部分 文学品鉴

8. 中方与日方所杀的人有何不同？

答案： 中方和日方所杀的人的性质有所不同。日军在侵华过程中通过战争行为

直接杀害大量中国军民，实施了包括“三光政策”在内的种种暴行。而中方所杀的

多为中国民众或在国内政治动荡中因政治原因造成的死亡，例如在大饥荒或运动

中发生的大规模死亡。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日方是外来侵略者，直接实施暴力，

而中方的死伤多数是因为内战或政策失误造成的。

思路：

 分析两者杀人性质的不同。

 反思战争与政治暴力对民众的影响。

9. 中方为何要强调日方的杀人数量而弱化自身杀人数量？

答案： 中方强调日方的杀人数量，是为了在历史中塑造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形象，

并借此加强民族团结与爱国情感。而弱化自身杀人数量则有助于减轻其在历史中

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避免承担过多责任。

思路：



 分析历史叙述中的选择性记忆。

 认识到政治利益与历史记载的关联。

10. 中方为何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答案： 中方强调十四年抗战，主要是为了展现中国在抗战中的坚韧与牺牲，以

及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十四年的抗战期间，不仅包括了八年全面战争，还有之

前的民众抵抗和局部战斗。因此，这种强调有助于增强民众的历史认同感和国家

的凝聚力。

思路：

 理解历史叙述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分析十四年抗战对政治和文化记忆的塑造作用。

11. 中方又为何要强调在“解放战争”中歼灭“敌军”的数量？

答案： 中方强调在“解放战争”中歼灭“敌军”的数量，是为了彰显中国共产党在

军事上的胜利，增强人民群众对革命胜利的认同，同时也为了打击反对派或敌对

势力，树立合法性和权威。

思路：

 分析宣传和战争叙事在政治中的作用。

 强调数字化战争胜利对历史认同的构建。

12. 请从美学与哲学的角度，按照两个主要人物的不同态度分别品鉴这个片段。

答案：

 太吉郎的态度较为沉思、哀伤，他通过“花太多”来表达对生命短暂和美好事物无常

的感叹，这具有典型的“物哀美学”色彩，反映了人对时间流逝和不可挽回的感伤。

 秀男则表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和充满生命力的态度，他强调“花是活的”，承认了花的

短暂性，却不因此而失去欣赏它的价值。

思路：

 分析“物哀美学”在太吉郎的态度中的体现。

 对比两个人物的世界观和对美学的理解。

13. 品读材料一，从修辞手法角度赏析划线句。

答案：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这句运用了比喻和拟人化手法，将苍山比作承

载雪的“大负担”，而“明烛天南”则把雪山描绘为灯烛，象征着光明的启示和希望。

这种修辞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使景象更具诗意和哲理。



思路：

 比喻：将苍山比作“大负担”并赋予其“负雪”的形象，突出雪山的沉重与庄严。

 拟人化：通过“明烛天南”将山雪拟人化，表现雪山如同一盏明灯照亮天南，暗示自

然之力的无穷和启示。

 景象与情感结合：通过这种修辞，景象与作者内心的哲理、心境紧密结合，强化了

情感的表达。

第二部分 文学品鉴

14. 品读材料一，具体赏析第二段。

答案： 第二段通过对泰山景色的描写，展示了登山过程中的艰难与最终的胜利

感。作者使用了“崖限当道”“世皆谓之天门云”等细节，形容登山路途的险峻和复

杂，结合自然景象和山川，赋予了这次登山体验更多的哲理意义。此外，句中使

用了“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形容登山困难，反映了当时心境的激动与挑战。

思路：

 分析景象描写与情感的结合。

 强调景物的描写如何与作者内心的心境相呼应。

15. 品读材料二，指出“元夕”是现今何节日的称呼？“玉壶”与“鱼龙”分

别指什么？

答案： “元夕”即元宵节，是农历正月十五日的传统节日，标志着春节的结束。

至于“玉壶”，指的是盛酒的器物，象征着节日中美好的气氛与饮品的流转；而“鱼
龙”则是指在元宵节的灯会中，常常会看到的灯笼形式，尤其是形状如鱼或龙的

彩灯，象征着节日中的热闹和欢乐。

思路：

 理解元夕节的背景。

 分析“玉壶”与“鱼龙”的象征意义。

16. 品读材料二，“那人”在文中指什么？请具体分析。

答案： 在这首词中，“那人”指的是作者心中理想的爱人或心仪的对象，可能是

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是作者的理想化象征。通过“蓦然回首”这一细节，表现出在情

感上的深刻体会：当回望时，才发现那个人一直存在，潜藏在自己生活的某个角

落，象征着缘分的巧合与错过。

思路：



 分析“那人”如何在诗意中呈现，并探讨其深层意义。

 强调“蓦然回首”的情感转折对全词的影响。

第三部分 艺术鉴赏

17. 根据影评，说明这部电影与普通 BL电影的不同之处。

答案：《暹罗之恋》与普通 BL 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聚焦于同性恋主题，

还深入探讨了爱情、友情和亲情的复杂性。它描绘的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情感纠

葛，而不仅是为了吸引观众的表面情欲。该片不仅涉及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还

展示了人物成长、家庭问题以及社会压力等多维度的情感世界。

思路：

 强调影片的情感深度而非单纯的性别取向。

 分析电影对“爱情”本质的表现。

18. 概括这部电影的主题与价值。

答案： 《暹罗之恋》的主题是关于成长、爱情、身份认同以及自我接纳。电影

通过讲述 Mew和 Tong的感情发展，揭示了面对情感与社会期望的冲突，人物如

何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价值在于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认知与社

会禁忌，表现了无论性别如何，爱情、友情与家庭的情感依然纯粹且重要。

思路：

 概括影片的核心主题：成长、爱情、身份认同。

 分析影片在情感表达和社会价值上的突破。

19. 结合材料，分析作品含义。

答案： 《星夜》是梵高在精神病院创作的作品，展现了他内心的压抑和对世界

的独特感知。作品的深沉色调和扭曲的形状反映了梵高的精神状态，同时也表达

了他对自然界的强烈情感和无常的世界观。星空的旋转和流动象征着梵高对宇宙

和生命的感知。

思路：

 理解梵高的精神状态与艺术作品的关系。

 分析画作中的色彩和形态如何表现梵高的情感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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