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晓蕊 实习生 秦浩峡

试题内容：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
作。（60分）

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
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
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
调的。

以上两则材料出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
生动形象的语言说出了普遍的道理。请据此写
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
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800字。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语文考试的重头戏，受
到人们的关注，2023年高考全国乙卷作文仍然
是一篇材料作文。这一作文题目要如何审题、立
意？如何才能得高分呢？记者6月7日采访了市
一高高三语文备课组长郑喆，市一中语文教研室
主任孙亚杰，市一中语文老师、省级名师郭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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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 动之以情最重要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郑喆说，
高考语文试卷秉持为党育人、为国选
才的原则，凸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坚定的
理想信念，高擎思想大旗，培根铸魂。

“作文材料简洁，贴合热点，有机
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能够引导广大青少年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和中国力量’。”孙亚杰说。

据了解，材料一“吹灭别人的灯，
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
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出自2023
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

话《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材料二“一
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4月7日在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共同创
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2014年 3
月27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的演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
因互鉴而丰富》以及2020年10月14日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讲话均有论述，并被收入《平“语”
近人》丛书系列。

“两则材料均出自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稿，针对的是国际关系、文明互
鉴等时代话题，揭示的道理极具普遍
性。语言生动形象，逻辑清晰，蕴含着
大胸怀、大视野、大智慧。”郭士龙说。

题目：

强调大理想大格局 彰显“立德树人”导向

“作文材料在生动形象的语言下，
蕴含着大智慧。”郑喆表示，从材料一
来看，那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吹灭别
人的灯、阻挡别人的路，看起来抢了一
时的“先机”，实则为人不齿，终将被他
人排斥，落得“小人长戚戚”的下场，此
中蕴含的为人处世之道启人深思。

从材料二来看，借“一花”和“百
花”阐述了部分和整体、个人和集体的
辩证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
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人与集体及社会
的关系，莫不如此。辩证思维的火花
将在作文写作中闪现。

两则材料一正一反，破中有立，互
相照应，互为补充，旗帜鲜明。意在强
调要尊重他人的不同，保持多样并存
的大美局面，才能拥有更美好的世

界。这种关系可以扩大到不同国家之
间、不同文化之间。

“我们可以正向阐释论证合作共
赢，个人的力量只有融入时代洪流才
能成就辉煌，从个人感悟到社会生活，
从国家民族到全球世界，从政治经济
到外交文化……都可以成为我们写
作的切入点。”郑喆说，考生还可以逆
向思维，反向批驳，列现象，示弊端，
探根源，说出路，“个人利己主义”“国
家霸权主义”等内容都可以汇入笔
下。如果考生能把话题扩展到更大
的层面，有更高远的认识和更深刻的
思考则更佳。

孙亚杰说，考题材料中的文字表
意，呈现出极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材料核心与中国古代协和万邦、

万国咸宁、天下一家思想及“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说
法是一脉相承的，将相关的传统文化
思想融入到作文中，亦可为文章增加
亮点。

郭士龙建议，考生在写作时要注
意举一反三、迁移延伸。从个人为人
处世的“小”处，到集体间、国家间互惠
发展的“大”处，皆可阐述；从过去到现
在到未来，均能立论；从成长交往、学
习发展，到社会人生、各行各业，再到
认识世界、处理实事，都能入题。

他提出，构思时，可以从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国与国、个人与群体等角
度来思考。比如：与人相处，不可热衷
于为别人设障碍、挖鸿沟，要与人为
善、以德待人；群体与群体之间，要尊

重彼此的差异，不要标准单一，心墙高
筑；国与国之间，不能只追求你弱我
强、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以
邻为壑，而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

个人与群体层面，可以抓住“春”
和“美”的寓意，从青年发展和国家富
强的相互关系入手来写。当代青年处
可为之世，享广阔平台，有多样机遇，
能个性选择，可以大展宏图，绽“春”
意，展“美”姿；同时也要有将“小我”融
入“大我”的观念，将个人出彩与国家
强盛、民族复兴相融合，以个人的璀璨
绽放为时代青年的百花齐放添彩，以
青年的芬芳馥郁营造祖国花园的春意
盎然。

审题立意：

小材料大道理 深刻思考再下笔

孙亚杰说，此作文审题立意并不
难，让考生有话可说，有利于学生水平的
正常发挥。但是，要想写好并非易事。

他表示，在写作过程中要体现出
“一枝独秀”和“百花齐放”的辩证思
考，行文应有“事”，有“人”，有“我”，有
家国胸怀，避免空谈。“若能从个人思
考入手，适当联系现实，扩大到不同国
家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世界大同层面
的思考，有更高远的认识和更深刻的
见解，则更值得称道。”

他建议，写作可以和热点有机融

合。材料引导考生思考个人在集体、
社会、国家、世界发展中的责任和使
命。广大考生不仅要立足课堂来学，
还要走入社会生活中，用心关注时事
热点、生活百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才能写出一篇有价值、有亮点的考场
作文；“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
外事”的学习状态已经不能满足新高
考的要求。

“题目中的写作引导语显示为：
‘请据此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

思考。’”郑喆认为，“认识与思考”不是
在讲立意和结论本身，重点在于立意
与结论的形成过程。“试题引导青少年
胸怀国之大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考生写作空间大，可切入的角
度多，可写的内容也很多。但是，只有
动情写成的作品才能动人以情。”她表
示，少一些空泛议论，多一些典型事
例，多一些真情实感，立论才有依托，
文章也才能真正打动人。考生在表达
自己的认识与思考时要注意思想的深
刻、丰富，必须有创意，突出个性表达，

想他人所未想，具备更高的格局和高
阶思维，“另辟蹊径”才能“突出重围”。

郭士龙也提到，考生在写作时要
避免“大而空”，力求“小而实”，追求

“警而深”，要融入宏大事件、历史进程
的个体生活体验，言中有物，心中有
情。考生要善于捕捉自我生命体验的
表达切口，可以采用“以小见大”的手
法，写身边事、身边人，抒真情、讲真
话，展才华、扬个性，彰显青年力
量，付出真情实感，让阅
卷老师眼前一亮。

行文写作：

见解深刻宜称道 动之以情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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