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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步步惊心的户外徒步

一、热点概述

近年来，户外徒步作为一项能亲近自然的活动热度暴涨，但也步步惊心。据各地官方通报，仅 10

月、11月就有多起意外事故发生，如 11月 17日河南辉县市一女性驴友坠崖身亡，10月 19日一对年轻

情侣被困秦岭“冰晶顶”因失温去世等。新手常因对自然缺乏认知和敬畏而“栽跟头”，资深“老驴”

也会因盲目自信遭遇风险。同时，户外组织野蛮生长，领队能力参差不齐，很多领队并无从业资质。然

而，户外徒步本身有益身心健康，能满足人们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和社交等需求。但人们参与时需做好

充分准备，学习户外技能知识，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户外组织的规范管理，以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在世界著名的尼泊尔安娜普尔纳大环线徒步中，徒步者要穿越海拔数千米的山口，如陀龙垭口，这

里氧气稀薄，天气变幻莫测。曾经有一支徒步小队在穿越垭口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狂风呼啸，

能见度极低，雪花如刀片般刮在脸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与意志力。队员们不仅要抵御

严寒，还要小心脚下因积雪覆盖而隐藏的冰裂缝，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其中，万劫不复。在这样的环境

下，他们只能依靠彼此的扶持，一步一步艰难前行，那每一步都伴随着对未知危险的恐惧与对生存的渴

望。

国内的鳌太线徒步，它横跨秦岭鳌山与太白山之间，地形复杂多样，包含了高山草甸、石海、原始

森林等多种地貌。许多徒步者在此挑战时，面临着迷路的风险。由于部分路段没有明显的路径标识，一

旦偏离既定路线，就可能陷入茫茫大山之中。有经验的徒步者讲述，在穿越石海区域时，巨大的石块杂

乱无章地堆积，需要手脚并用攀爬，而石块之间的缝隙宽窄不一，稍不留意就可能踩空扭伤脚踝甚至跌

落受伤。而且鳌太线气候多变，可能前一刻还是晴空万里，下一刻就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山洪暴发的

危险随时存在。

2.道理论证：

户外徒步的“步步惊心”首先源于其对个人体能与心理的极限挑战。徒步过程中，身体需要长时间

承受高强度的运动负荷，肌肉疲劳、体力透支是常见现象。根据运动生理学原理，人体在长时间运动后，

肌肉会产生乳酸堆积，导致酸痛乏力，这会影响身体的协调性与平衡感，使得每一步的迈出都变得艰难

且充满风险。而在心理上，面对漫长的路程、未知的路况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徒步者需要具备强

大的心理素质。例如，在面对陡峭的山坡时，心理上的恐惧可能会使人产生退缩情绪，但又必须克服这

种情绪才能继续前进，这就需要内心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与心理调适，稍有动摇，就可能导致行动上的

失误，进而引发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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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徒步的环境复杂多变，涉及到地理学、气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领域。不同的地形地貌有着各自

的潜在危险，如在山区徒步，要遵循地质构造原理，了解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的条件与迹

象。在雨季，雨水的冲刷容易使山体土壤松动，徒步者若不懂得这些原理，贸然进入危险区域，就可能

被突如其来的灾害吞噬。气象学方面，天气的变化对徒步影响极大。在高海拔地区，气温随海拔升高而

降低，气压变化也会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当遭遇强风、暴雨、暴雪等恶劣天气时，徒步者如果没有足

够的知识储备与应对措施，就会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这些理论知识都充分说明了户外徒步并非简单的

行走，而是步步都伴随着风险与挑战，需要徒步者全方位的谨慎对待。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如今，户外徒步运动日益流行，但也频繁出现一些驴友在徒步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导致救

援资源大量投入的社会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户外徒步运动的流行本是人们追求健康生活与亲近自然的体现，但驴友徒步遭遇意外事故并致使大

量救援资源投入这一现象，却引发了诸多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关乎个人生命安全与家庭幸福，

也对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秩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步——意义：

从个人层面来看，意外事故直接威胁驴友自身的生命健康，可能导致身体残疾甚至失去生命，给其

家庭带来巨大的悲痛与经济负担。在家庭中，他们可能是顶梁柱、是亲人的依靠，一旦遭遇不幸，整个

家庭的生活轨迹将被彻底改变。

从社会层面而言，大量救援资源的投入意味着原本可用于其他公共事务与紧急救援需求的人力、物

力被占用。例如，可能会影响对其他自然灾害、突发疾病患者等紧急情况的救援效率，并且每次救援行

动往往涉及多部门协同，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影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体运转效率。

第三步——原因分析：

其一，驴友自身安全意识淡薄。部分驴友对户外徒步的风险认识不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

贸然踏上行程，如未携带足够的装备、食品和水，对徒步路线的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缺乏了解与应对

预案。

其二，商业徒步组织管理混乱。一些商业性的户外徒步团队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降低成本，在领

队资质审核、行程规划、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存在严重漏洞，甚至存在违规操作行为，带领驴友进入危

险区域。

其三，公共信息服务与监管不到位。相关部门对于户外徒步线路的风险提示、信息发布不够全面和

及时，对商业与非商业徒步活动的监管缺乏力度与有效手段，导致无序的徒步活动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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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户外徒步危险问题由来已久，要解决这类问题，我们不能只做扬汤止沸的表面功夫，而是要考虑釜

底抽薪的实招硬招，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五步——对策：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如电视公益广告、网络短视频、社区宣传讲座等形式，

普及户外徒步安全知识，提高驴友的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让他们在出发前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规范商业徒步组织运营。相关部门应严格审核户外徒步商业机构的资质，加强对其日常经营

活动的监管，要求其配备专业合格的领队人员，制定完善的安全保障制度与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检查

与评估，对违规者予以严厉处罚。

第三，完善公共信息服务与监管体系。相关部门要对户外徒步线路进行全面排查，划分风险等级，

通过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序等平台及时发布线路信息、天气变化、风险提示等内容，同时建立健全对

各类徒步活动的报备与监管机制，加大对违规徒步行为的打击力度。

第四，建立救援资源合理分担机制。在救援费用分担上，对于因驴友自身过错导致的救援行动，可

以考虑在合理范围内由驴友承担部分费用，以增强其责任意识，但也要避免费用过高给驴友造成过重负

担。

第六步——总结结尾：

户外徒步运动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相信可以通过上述办法让户外徒步真正成为一

项有益身心且安全有序的运动，而非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冒险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