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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生活中我们也许曾遇到过一些未曾预料的人或事，他们会给我们关爱、支持、理解、感动……让我们

感受到温暖。

请以“不期而遇的温暖”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不期而遇的温暖

生活中总有一些暖心的小故事，带给我们许多不期而遇的温暖。 

放上面包，暖人心田

清晨，阳光的清凉在树梢上跳跃，淘气得跟孩子一样。上早课的老师回到了办公室，空空的胃让她感

到非常难受，抬眼一看，桌上放着一个面包，下面压着一张便利贴，上面有一行暖心的话：亲爱的老师，

这是您的早饭。老师捂着胃的手缓缓放下，脸上浮起甜蜜的笑容，她拿起面包，尝了一口。今天的面包，

有不一样的味道呢，这不期而遇的温暖，暖暖的，暖透心田!

拾起垃圾，献出力量

炎炎夏日，正午时分，多热啊，刺眼的阳光像是一团火，走在路上，人好像都能被烤焦。教室里的垃

圾桶并没有满，垃圾桶边上却散落一大片的垃圾，劳动委员弯腰默默地扫干净，包括同学们座位边上的垃

圾，他也归拢在一起，细细的汗珠将他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 “我来帮你吧！”暖心的话语像夏日里的一

缕清风，驱散了酷热，又一个同学加入清扫的行列。窗外明媚的阳光穿透树叶，金色的边，绿色的叶，充

满活力与希望，一缕阳光穿过玻璃，洒在教室干净的地面上，这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带着不期而遇的温暖！

解开铁链，送出自由



傍晚，阳光洒在河面，河水流过，河面上好似披了一层轻纱。桥上，两只小狗愤怒地嘶吼着，拽着，

扯着。它们的毛发飞上了天空，又落了下来，两只小狗像是连在了一起，它们难道被胶水粘上了吗？走近

一瞧，才发现它们的尾巴被一根铁链给绕住了，这是谁的恶作剧？

一个中年女子走了过去，想好心解开它们，可是一靠近，它们就朝她凶狠地狂叫，她只好止步不前。

突然，她转身离开了，再回来时手中多了一包小鱼干，真是一个聪明的人。她撕开包装袋，让小狗们吃着，

自己则小心地去解束缚小狗的链子，虽然小狗多次转过头看她，多次呲着牙凶她，可她还是没放弃，在把

最后一圈绕开后，她才拿着铁链快速跳开，两只小狗终于重获自由。将包装袋和铁链丢进垃圾桶后，她才

默默离开。再看，那两只活泼的小狗在桥上玩呢！不知它们是否感受到这不期而遇的温暖。

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都有属于它的故事发生。用心去发现，生命中会有许多不期而遇的温暖，

给予我们不懈努力、继续前行的力量!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命题作文题。

根据材料中的“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可知这是典型的记叙文题目，带有较浓的文学味道。“不期而遇的温

暖”意味着意外带来的别样的惊喜和感动，平常之中带着新意。选取写作角度，要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

以小见大，突出“温暖”对心灵的震撼，由此带来的意外之喜。“温暖”可以理解为生活中的鼓励、他人的关爱、

善意的提醒等。“温暖”还可以是大自然给予的启示，比如盛开的百合、街边的杨柳、石缝里的小草等给人温

暖，催人奋进。

题目旨在引导考生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中提炼出人性之美和生活的善意，寻常生活里不曾计划却真实存在

的感动瞬间，强调人际间的真情流露和温暖传递，以小见大地展示人情美好，触发读者共鸣。通过叙述不

期而遇的温暖，进一步思考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意义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

写作时，可以写从生活中的小事出发，描述一件偶然的邂逅，带来意想不到的温馨和感动。可以写在生活

或学业遇到困难时，意外地得到他人的关爱和支持，给了你继续努力的信心和勇气，体现人际间的关怀和

温暖。可以写在对事物有误解时，通过不期而遇的人或事，获得理解与释怀，从而打破了心中的隔膜，体

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与和解。可以讲述人生旅程中遇到的某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人，正是由于这段不期

而遇，使得自己的生活轨迹发生积极的转变，体现感恩与奉献。可以描述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善意之举，

比如公交车上有人给你让座，在这些微小而不期而遇的温暖中感受到社会的正能量。写作时，要能够提升

叙事设计能力，规避简单化、平面化、套路化。谋篇布局上有设计、有亮点，有起伏，有比较；构思上，

要符合情理逻辑，要能够以小见大，引人入胜。文采上，可以借助成语的使用、名言的引用、修辞手法的

运用，让文章细节感人。

立意：

1. 平凡中的善意（一次在陌生城市中，突然有人主动引导你找到目的地，给你留下温暖的印象）。

2.挫折中的支持（同学之间一次偶然的帮助，带给你心灵上莫大的滋润和感动）。

3.生命中的指明星（讲述和老师一次偶然的对话，写出其对自己的影响深远，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有许多事物能唤起我们对故园的怀想：老树、老街、老房子，庭院门前的池塘。房屋后面的菜畦，那

一塘的荷花，那童年的风筝……想想夕阳的余晖和袅袅的炊烟，想想母亲呼儿唤女的声音……

请把自己置身于某个情境之中，以“静听回声”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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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例文：

静听回声

时已至夏，空气里充斥着一种燥热感，就算是坐着也让人直流汗，皮肤上黏腻的感觉让人难受，这种

不自在的感觉让我起身出门。

风吹在身上才让我觉得些许放松，头顶上的的蝉鸣声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抬头看到的天空也是浅灰色

的。我开始想念老家碧蓝的天空，那片承载着我童年的土地上方总是一片澄明的天空。我曾经以为我会在

那儿安稳地过生活，到我老去，而如今我已然远离。

在粗大的树干上寻找一只蝉，它的聒噪让我开始安静，安静的想念她——老家。我还记得我在那儿度

过的夏天，一排排树木将田间的小路荫蔽，即便是中午，也只有细碎的阳光穿透叶缝掉落在地面上。于是

现在，我听着这儿的蝉鸣想念她的蝉鸣。

信步向前，只一眼就瞥见了那个小小的观赏荷塘。我坐下，周围的一切开始安静，无法形容出的一种

安静。这一小片的绿色晃了我的眼，让我的眼睛感到一阵酸涩。我想起我回老家去的时候是黄昏，还见到

了老家午后的荷塘，艳艳的粉色荷花轻轻摇摆，向我招手；宽大的绿色荷叶让人想要做一滴露珠躺进它的

怀里，我的手机里还保留着那片碧色。那样的颜色仿佛真的接到了天边，在微风里轻轻摇曳。我还看见一

只白色的鸟从荷塘里飞起，“扑棱”一声不知躲到了哪朵荷花下边。画面美得像一幅画，声音动听得似一支歌。

我听着那里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不知名的小虫在这里举办演奏会，那声音沾湿了姑娘的裙摆，在空

气里大朵大朵地晕染开来。我似乎回到了那枕着蛙声入眠的童年的夜里，声音在静谧的夜里轻轻回响，星

星闪着温柔的光，它所有的寒冷都在夏季里被捂热，又亮又温暖。

“滴滴滴，滴滴滴”手机的闹铃响起，所有的声音一瞬间全部湮灭，我不得不面对此刻的世界。我仿佛

在风中听见了故乡的大钟在整点时敲响，声音顺着风流淌过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都听得真切，那声音

里有着沧桑，带着古老的气息，振动了空气，一直传到了心底。

故乡的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一声接一声，一声接一声，穿透我的耳膜，穿透我的心脏，我听

见了她全部的声音，熟悉的也是温柔的，此刻都在我耳畔回响。

我想只有远离，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声音在回忆里响起时，或许就能：静听回声。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作文题。

导引材料的第一句是个总领句，关键词是“事物”“故园”“怀想”，后面列举的不管是具体的树木、街道、房屋、

池塘、菜畦、荷花、风筝，还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夕阳的余晖、袅袅的炊烟、母亲呼唤儿女的声音，都与“



故乡”有关，能够唤起我们对故乡的思念。由此，我们写作的主题就应该是“怀念故乡”，并且要通过具体事

物把这种怀念传达出来。

本次作文以“静听回声”为题目，这个题目应以故乡的某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场景、情境为背景。写作这个题目，

重要的是选材，场景、情境不一定要大，但一定是比较典型的，它是进入乡情乡思的切入点。依靠它，可

以进入到对故乡的叙述中，而且，这个具体的事物或场景最好是与写作者有关联的，是包含了作者的情感

记忆的，这样写出来才有感染力，才能引发读者情感上的共鸣。写这篇作文，应该把所回忆的事情放在故

乡这一大背景之下，写有关于故乡的一些美好回忆，表达对故乡的特有情感。否则，就属于审题不清，跑

题了。

题目“静听回声”，“静”是环境特点，“听”是人物动作，“回声”是“听”的对象，应该是故乡的“回声”。需要注

意的是，这里的“回声”不一定只写某种具体的声音，可以用声音作触发点，展现故乡的美好，回忆给人深刻

记忆的画面、场景、人物、事件，都可以。

本题要求写记叙文，写作时应该营造一种“静”的意境，给“听”创造良好的条件；还要有触发回忆的“点”，也

就是，是什么触发了对故乡某个情景的回忆；当然重点还是在“回声”上，把回忆的内容写全，写细，写出感

情，这样结尾处表达对故乡的深情才能水到渠成。比如，写晨读时偶然听到一声啁啾的鸟鸣，触发了对故

乡的回忆；然后写故乡清晨的美景，可以具体到花草树木，池塘小河，写鸟鸣，写故乡亲人的笑语，写亲

人之间发生的趣事；最后再回到现实，表达远离故乡的怅惘，和期望再到故乡的愿景。注意题目必须是“静

听回声”。

立意：

1.故乡烟火气，氤氲故乡情。（写故乡小巷的叫卖声，故乡的各种美食，凸显乡情之美）

2.老屋的雨声，温暖我的一生。（写在故乡的夜晚，听着屋顶上的雨声，奶奶给我讲故事）

3.啁啾鸟鸣，绿色故乡。（写故乡四季的鸟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表达对绿色故乡的怀念）

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因天赋、能力不足而感到懊恼和不甘。对此，有人提出“与自己和解”，

追求“满意的自己”;也有人主张突破、改造自己，追求“完美的自己”;也有人兼而采之。但无论哪种选

择，最终都是为了成为“合适的自己”。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以“做合适的自己”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文体特征鲜明；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做合适的自己

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在浩瀚星空中寻找自己位置的星星，努力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我也曾在天赋与能力的迷宫中徘徊，试图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自己。

小时候，看着电视上那些翩翩起舞的舞者，她们如同优雅的天鹅，轻盈地在舞台上旋转、跳跃，我心

中充满了羡慕。于是，我缠着妈妈给我报了舞蹈班，渴望自己也能成为舞台上那颗璀璨的明星。



刚开始学舞蹈时，我充满了热情和干劲。压腿、下腰、劈叉，每一个动作我都努力做到最好。然而，

随着课程的深入，我渐渐发现自己在舞蹈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别的同学轻松就能完成的高难度动作，

我却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还不一定能做好。看着镜子里那个动作笨拙的自己，我的心中充满了懊恼和不甘。

但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我决定突破自己，努力改造自己，追求那个“完美的自己”。我每天放学后都

会留在舞蹈室里加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动作。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疼痛让我的身体颤抖，但我

依然咬牙坚持着。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进步却依然缓慢。

于是，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绝望之中。我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成为那个“完美的自

己”，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学舞蹈。在痛苦和迷茫中，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放弃舞蹈，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

道路。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舞蹈老师找到了我。她对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不足，你

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就否定自己。舞蹈不仅仅是追求完美的动作，更是表达内心的情感。你要学会与自己

和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舞蹈。”

老师的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不再一味地追求“完美的自

己”，而是试着与自己和解，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不再强迫自己去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而是用心去感

受音乐，用舞蹈表达自己的情感。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在舞蹈中找到了快乐和自信。虽然我的动作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却充满了真情

实感。我不再羡慕别人的天赋和能力，而是专注于做那个“合适的自己”。

在一次学校的文艺汇演中，我鼓起勇气登上了舞台。当音乐响起，我翩翩起舞，那一刻，我仿佛与音

乐融为一体。台下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我看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赞赏和鼓励。那一刻，我知道，我

找到了那个最合适的自己。

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因为天赋、能力不足而感到懊恼和不甘，但只要我们学会与自己和解，突

破自我，努力寻找那个“合适的自己”，就一定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作文题。

这是一道隐含的多元辩证的作文题。针对“因天赋、能力不足而感到懊恼和不甘”这一现象，材料提供了三种

选择、三个“自己”。第一种选择，与自己和解，成为“满意的自己”。所谓“和解”，就是不强求、不苛求，悦

纳自己的不足，此所谓“满意”。第二种选择，突破、改造自己，成为“更完美的自己”。所谓突破、改造，是

针对天赋、能力不足而言的，意味着要经历化茧成蝶的历练煎熬，甚至脱胎换骨的疼痛，从而超越局限，

使人生更上层楼，此所谓“更完美”。至于“兼而采之”的选择，则要把自身条件的种种不足分门别类，明确哪

些方面是可以“和解”的，哪些方面需要“突破、改造”。

最后，材料指出三种选择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成为“合适的自己”。所谓“合适”，其内涵十分丰富：与自己和

解，是调整期望值，使之与自身实际“合适”；改造、突破自己，是调整自身条件，使之与既定的人生目标“合

适”；兼而采之，则是动态地调整自身条件与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在动态中“合适”。无论哪一种“合



适”，按材料的价值观立场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

题目要求以“做合适的自己”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说明考生要结合自身体验来写作，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成长经

历，阐述自己对于对于如何做合适的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作本题，应该从题目提供的三种选择中选择其

一，紧扣“自身条件”与“人生目标、期望值”二者的关系展开叙述，并落实到“合适的自己”这一终极价值上来。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选择如何面对，都应该是健康的、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如“与自己和解”即接

纳自己的缺憾，但绝对不是“躺平”而是“悦纳”。

立意：

1.悦纳自己，做一个满意的自己。（叙述自己曾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样成为“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在音乐

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和兴趣，于是决定将音乐追求作为自己的梦想，虽然这个过程中充满困难，但内心却无

比充实，因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

2.请让我，成为我。（开篇叙述自己因为绘画的天赋不足，陷入懊恼和不甘之中。后来偶然间看到一本关于

不同画家成长历程的书，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和自己和解，并在一次小型绘画活动

中，用自己独特的风格画出了满意的作品。）

3.正视自己，挑战自我，活得精彩。（以回忆的方讲述自己小时候非常胆小内向，然后强迫自己参加各种社

交活动，结果弄得自己疲惫不堪，还时常出丑。后来老师的一番话让自己接受自己的性格特点，做合适的

自己而不是完美的自己。）

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因材施教，

指导子贡以“恕”作为终身奉行的一个字；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温、良、恭、

俭、让”每个字都从侧面反映了高尚的品德和修养；

《大学之道》提出达到至境的方法“止、定、静、安、虑、得”，每一个字给予我们启迪。……

请以“奉行一个字______”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不少于 700 字。

要求：

（1）在横线处填一个字，把题目补充完整。

（2）选择文体，用 2B 铅笔将答题纸相应位置的序号填涂清楚。

（3）议论文要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4）记叙文要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答案】略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题。

材料列举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分别用一个字概括了终身奉行的准则、高尚品德的体现和达到理想境界

的方法。材料旨在引导我们思考：人生在世，应该确立怎样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指引。



题目要求以“奉行一个字______”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能够体现核心价

值观或行为准则的字，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述或叙事。本次作文材料的关键词：“恕；“推己及人，宽恕待人，

核心是“仁爱”；“温、良、恭、俭、让；“体现了君子应具备的品德和修养；“止、定、静、安、虑、得；“指

出了修身养己，获得智慧的途径。

就材料而言，文章可以选择“诚”“勤”“敬”“慎”等字，强调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要性，例如：奉行一个字“诚”：

论述诚信是立身之本，是个人修养的基石，也是获得他人信任、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奉行一个字

“勤”，强调勤奋是提升自我能力、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并阐述勤奋学习、勤奋工作的重要性。也可以

选择“恕”“善”“和”“礼”等字，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例如：奉行一个字“恕”：从“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出发，论述推己及人、宽以待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奉行一个字“善”：阐述善良

是人性之光，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以事例论证善良的积极影响。还可以选择“思”“学”“悟”等字，

强调不断学习、追求知识的重要性，例如：奉行一个字“思”：论述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以及如

何通过思考提升认知水平、解决问题。奉行一个字“学”：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并阐述学习对个人成长、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行文思路上，写议论文，文章开篇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引出话题，并阐明选择“这一个字”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

为全文奠定基调。接着，运用多种论证方法展开论述，例如，列举古今中外的事例进行举例论证，增强文

章的说服力；引用名人名言或经典著作进行道理论证，提升文章的思想深度；将正面事例与反面事例进行

对比论证，突出“这一个字”的价值和影响。论证过程中，可以从个人修养、人际交往、社会发展等多个角度

进行分析，使论证更加全面深入。结尾再次强调奉行“这一个字”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并发出真诚的号召，

引发读者共鸣，提升文章的感染力。写记叙文，可以采用多种手法引出“这一个字”，例如，运用生动的场景

描写，将读者带入故事发生的特定情境；通过简洁的语言描写，交代“这一个字”的来源，或其对“我”产生的

深刻影响。接下来，围绕“这一个字”展开叙事，可以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法，展现“我”在生活中践

行“这一个字”的具体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改变和感悟，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故事更加感人。同时，可以

穿插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情感，渲染故事氛围。结尾在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升华，表达“我”对“这一个字”的深

刻理解和感悟，并展望未来，表达继续践行“这一个字”的决心，使文章主题更加突出，情感更加真挚。

立意：

议论文：

1.以诚为本，行稳致远。

2.天道酬勤，业精于勤。

3.持之以恒方能成事，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追求。

记叙文：

1.写“我”在学习压力下，如何通过“静”来调整心态，找到内心的平衡与宁静。（学习与成长，心理调适）

2.讲述朋友间由于“安”而产生的深刻友谊，即使面临困难，也能相互支持，共同前行。（友情的力量，困境

中的相守）

3.描述一次社区服务的经历，通过“得”来体会助人为乐的喜悦和人生的成长。（社区服务，精神收获）



5．按要求作文。

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否

有这样的老师，他的话语，充溢着诗意，他的思想，蕴含着哲理，他赤诚的爱，点燃了青春。他在你的脑

海里，激荡起无数美丽的的涟漪，他在你生命的年轮里，唤醒你的灵魂。

请以“恩师义如山”为标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①作文中不出现个人真实信息。②不少于 800 字。③不得抄袭套作。

【答案】例文：

恩师义如山

张老师，是我高中语文科目的第一位老师。从前，我对语文学习怎么都提不起兴趣，语文成绩也很差。

可是，正是张老师的一次演讲改变了我对于语文的看法，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来我们班时，是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在一阵热烈的欢迎掌声之后，他开

始了简练的自我介绍。

此后，他突然问我们：“如果让你给你的恋人写封信，或者写首诗表白，你会怎么写？”我们一下子热

闹起来，因为别的老师可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讲“恋爱”，他们都唯恐把我们的“荷尔蒙”勾起来，都避讳着呢！

这老师，很有趣！接着，他就开始点名，结果情急之下谁也想不出太好的句子，有的干脆说“就写‘我爱

你’”，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有个胆子大的学生问：“张老师，你会写怎么写？”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好奇

地看着张老师。只见他故作高深地背着手踱了两圈，然后眉毛一扬，朗诵起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我们早

就张大嘴巴合不拢了，不停地“哇”，最后还是一个同学带头鼓掌，才打断了张老师的“秀”。

张老师说：“你们看，学好语文是多么重要，将来表白也会略胜一筹！”我们都乐得使劲鼓掌，他说：

“文化，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品质。好好读书，能让你变成‘高富帅’‘白富美’，只有‘里子’好了，‘面子’才能

好看。”接着他又给我们讲了林清玄“生命的化妆”，他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

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这一次，我们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取乐、玩笑，我们都陷入了沉思。

这一次演讲，张老师让我改变了对语文的看法，我变得喜欢上了语文课，准确地说是喜欢上了张老师。

张老师讲课的时候很豪放，不拘泥于小节，在讲我们听不懂的文言文时，他会用极“粗犷”易懂的土话

向我们解释，那时，也就不管什么语句优美、规范了。不论用什么“搞笑”的方法，只要我们听懂了就好。有

时讲到情绪激动处的时候会突然走动，声音也跟着提起来了，甚至一边讲，一边点同学来跟他一起朗诵。

张老师，也许并不那么完美，但于我而言他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在张老师的帮助下，我的语文成绩

更上一层楼，并且，我们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正如梁启超之于梁实秋、蔡元培之于罗家伦一样，张老师对我的启迪和影响也如山一般高大。准确的

说，他影响了我的整个高中阶段，也必将会影响我的一生……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作文。



材料首先借助韩愈《师说》中的经典语句，引出了“老师”这一写作核心对象，然后再进一步强调了老师这一

职业身份的意义，由此引发我们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某一个给予我们深刻教育，唤醒我们灵魂

的老师？这位老师的恩情是否如山一般让我们难以忘怀，影响深远？由此，试题给出“恩师义如山”这一比喻

化的标题，要求写作记叙文。其中，“恩师”正如材料所言，指的是给予你深刻教育和影响的老师；“义如山”

则强调了老师的恩情和道义之深重，如同高山一般不可动摇。

因此，写作时要注意写作对象是“老师”，主题是尊师、爱师。考生可以自己过去小初的某一位老师为写作对

象，以回忆的方式展开，抒写师生间的往事，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铭记师恩；还可以当下仍在教育自

己的高中老师为写作对象，以现在的师生生活、学习为素材，展现教师风采，表现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理

解，师生情谊加深的过程。所写的故事可以是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次精彩讲解，也可以是课后一次深入的谈

心；可以是老师对自己的鼓励与指导，也可以是老师对自己错误行为的纠正与引导。此外，还要注意着重

突出“义如山”的思想内容，表达对老师的歌颂、赞美，写出他值得你敬佩的地方，突出老师教书育人的事迹，

写出触动你心灵的人和事。尊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赞颂老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关键在于选好

记叙的角度，可以写一件事，也可以选取多件事，讲述自己学生时代和老师的故事，突出真情实感，素材

方面最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样才能写出人物个性鲜明，感情真挚动人的文章。

立意：

1.感谢师恩，引我回头是岸。（叙述自己以前沉迷网络，而老师教育引导自己摆脱网瘾的经历）

2.点点滴滴感念师恩如山。（叙述自己在毕业晚会上回想起老师对自己的教诲的经历）

3.老师，人生的向导。（叙述自己在老师的帮助下确定专业志愿的经历）

1．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在一次追思“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的活动中，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这样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前面还有两句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便是让我们心有所止，心在焉。钱先生学问做得如此出色，就

是因为‘心在焉’。”但是看看我们周围，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则是“心不在焉”……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以“心要在焉”为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

【答案】例文：

心要在焉

世间一场大梦，与其沧笙踏歌，旖旎红尘，何如潜心一物，任他天地玄黄，我自心如素简，故谓之曰：

心要在焉。

心在焉兮心有止，心有止兮不惶迷。诚然，浪蕊浮花的一生中，有太多的嘈杂使得我们劳心劳力，此



时，何不像钱锺书先生般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或许你会恍然惊觉：心在焉，是登临绝顶俯视苍生的

广袤天地人间。

心要在焉，需修得不与天地共混沌的君子青竹之心。当繁华点染了世间，是谁携心隐居湖畔？当霓虹

催响了繁弦急管，是谁临水择渊与心清淡？生于大时代的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岸，不为名利浮华，只为心

在一物：他要与自己的心交谈，与天地交谈，与寰宇内的万物做一场心与心的清谈。他抛却了所有外在无

用之物，潜心于己，不做旁念。心要在焉，梭罗做到了，于是便有了他流淌着慧语与灵光的恬谧之作——

《瓦尔登湖》，一心在焉，使这本凝聚了他全部心念的著作在时光深处，灼灼其华。

心要在焉，亦需炼得无与世俗纠缠的傲岸襟怀。“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洞悉了世情的才女张爱

玲如是说。而正因为对生命的了悟，少年凭借《我的天才梦》而名动沪上的她，晚年却选择在美国静心著

书，绝不与世俗纠缠。她告别光鲜亮丽的名媛身份，只为完成自己心中不为人知的海阔天空。白流苏、顾

曼桢、葛薇龙，她创造了一个个让人心向往之的形象。一部部无人不晓的著作，只因她心系一物。心要在

焉，张爱玲做到了，于是她将自己修成韶光里的一朵红玫瑰，变成无数人心口一点朱丹砂。

普观天下之修为者，皆若空游无所依。心要在焉，是林逋“梅妻鹤子”的清散；是王明阳“守仁格竹”的

清明；是钱锺书、杨绛夫妇谢客拒访后的著作等身。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千年前诗经中的女子便掷出如

此之言：心要在焉，不仅是一份专一，也是一种对内心的坚持。

彼岸笙歌婉转与我无关，于我而言，眉目在天，山地空蒙，心如素剑，人与心，俱如诚然宁静，不做

浮华之想。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作文题。

材料就钱锺书做学问的出色，引出中心要求人们做事要“心在焉”。“心要在焉”字面含义是心思应该集中在某

处。深层含义，是做事时的专注，是对目标的执着，是奋斗过程中的坚持，是用心感悟，是投入全部精力，

是对所喜好事物的痴迷，是沉静的态度，是一种做事做人的境界，是通往成功的路径，是医治时代浮躁病

的良方妙药。只有心思专一、集中，才能成就事业学问、成就人生。“但是看看我们周围，看看我们今天这

个社会，有多少人则是‘心不在焉’”，引导我们关注现实生活。当今社会风气浮躁、喧嚣，追名逐利大行其

道的世风，商业社会的多种诱惑，许多人缺乏人生目标，缺乏信仰，责任感丧失，欲望太多，所以，德不

立，业不精，事难成。所以学生结合实际展开，可以写读书时心无旁骛，与书中人物交感融汇的读书境界；

可以写做官的人在其位，尽其责，敬其业，爱其民的为官境界；可以写学者们专心致志，孜孜以求，皓首

穷经，废寝忘食的研究境界；可以写一个人认准一个目标，不畏艰难困苦，一直向前走的人生境界。

写作时学生可以采用并列式结构，挖掘“心要在焉”的意义。一是于学业有成。心在学业，方能专注于知识的

汲取，不会被外界的纷扰所干扰，能深入钻研每一个知识点，攻克一道道难题，学业大成。二是于事业成

功。专注于工作的人，用心去对待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客户，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成就事业，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助于培养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当你专注于自我提升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反思自己的不足，通过阅读经典、冥想等方式，让心灵得到滋养，变得更加宁静和豁达。

立意：

1.心在焉，则事事成。

2.明确目标，排除干扰，培养专注习惯。

3.心要在焉，人生才能圆满。

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在世，有人忧生离死别，有人忧学业艰苦，有人忧家贫，有人忧貌

丑……何以解忧？曹操有“杜康”，苏轼有“豁达”，李白有“傲岸不羁”……生活中的你又有什么样的忧愁？又

凭借什么来解忧的呢？

请把以下题目《何以解忧，我有______》补充完整，并以此为题，不得抄袭，不得套作；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何以解忧，惟有挚友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题记 

好朋友的爱就像解药，撒在空气中，氤氲在风里，带到我的身旁。 

一如既往的春，天空是蔚蓝色，窗外有千纸鹤，地上星星点点的，附着湖南特有的潮湿感，有着“天

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但总是不对味，是了，单调，可不是？昏昏沉沉的。直到你的出

现，为这个世界涂抹了一份艳丽的色彩。你眉眼弯弯，两个梨涡甜甜的，粉扑扑的小脸让整个世界都亮了

起来。你拉着我的手，带我走出教室，走向花园，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和着你，整个世界都多添了一

份新意。哦，是你的出现，你的光芒，点亮了我的世界。 

夏季难免干燥难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缓缓落下，不禁皱眉。书上的文字狰狞起来，毫无思绪的我

情绪飘散，枯燥的校园使我想要逃离。“嘿！”突然，几滴清凉的水甩到了我的脸上，定睛一看，原来是你，

烦躁的心情得以慰藉。“诺，给你的。”你将刚买的还是冰的杨枝甘露递给我，是我最爱喝的，一口下去，清

凉进入我的身体，持续已久的干燥消失不见。书上的文字似乎也得到了清凉，渐渐显现“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哦，是你的出现，你的清凉，抚平了我躁动的心。 

都说落叶满地，是思念的味道。走在满地落叶的路上，嘎吱嘎吱的，饶有趣味，但还是少了些什么。

风起又落，落叶飘啊飘，飘来了你的思绪。“铃铃铃——”电话铃响了，是你。一接通，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思念更浓郁。“你回头！”我猛得回头，你向我飞奔而来，落叶翩翩起舞，跟在你的身后，迷人又浪漫，我们

紧紧相拥。你我手拉着手走在落叶满地的街道上，听不见落叶嘎吱嘎吱的声音了，只有你我的笑语。少了

点什么，原来是你，你是我的关键词。哦，是你的出现，你的拥抱，带走了我的思念。 

湖南的冬天，有着北方的冷，却少了北方的雪，所以冬天是不讨喜的，我总爱跟冬天作对，帽子，围

巾，手套都不带，结果总爱生冻疮。因为没有雪，所以冬天是无趣的，令人讨厌的，在你出现之前，我是

这般认为的。直到你的出现，抵挡了冬天的寒风，带来了冬的温情。你时常打来电话：“天冷了，记得添

衣！”记得有一次，你大老远从你的教室跑过来，边给我系围巾边气喘吁吁地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带围巾，还好我带了两条。”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田，是围巾带来的暖，更是你对我

的关怀。哦，是你的出现，你的温暖，驱走了我的寒冷。 

浓浓的友谊流淌在四季里，氤氲在空气里，是我平凡枯燥生活的解药。 

何以解忧？惟有挚友。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题。

材料为引语式材料。材料分为两层意思，一层是“忧”，一层是“解忧”。忧愁有很多种，根据材料中的列举可

知，只要是人生的忧愁都可以是写作的对象。和中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如学业、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

也可以忧时间短促，可以忧国家复兴，可以忧世界大同等。

而“解忧”的方法呢？材料也列举了很多种。如曹操的“杜康”，其实杜康是解不了曹操的忧的，招纳贤才，天

下归心的忧愁至死都没有消解，所谓的杜康，不过是暂时的麻醉。其他如陶渊明、苏轼、李白也未必有真

的能够消解忧愁。但是，人在忧愁的时候总要想到一种消解的方式，如杜康、田园等。忧有的能够暂时消

解，有的能够永远消解。无论那种消解方式，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写到是如何消解这种忧愁的。

提示语中“有什么样的忧愁”要求考生写出具体的忧愁，自己是如何受此忧愁困扰等。“凭借什么来解忧”要求

考生写出解忧的具体方法，是如何找到这种解忧的方法的，最后的效果如何等。

题目为半命题，考生要先补充出“我有”后面的内容，即解忧的方法。题目明显强调“解忧”，解忧的过程应是

写作的重点，注意详写。

行文时，可以写成记叙文，可以先简略介绍自己忧愁产生、发展的过程，如刻画自己受忧愁困扰时的心理

状态。其次，则重点描写自己利用某一事物来解忧的过程，如自己因为学业成绩下降而忧愁时，最开始一

筹莫展，但后来明白唯有努力才能破解困局，因此逐渐开始用努力奋进来解忧；或者自己到一个新环境，

感到孤独，于是就积极与他人交流沟通、关心他人来消解孤独之忧。

立意：

1.忧学业不尽，唯有奋进努力。

2.忧父母不解，唯有注重沟通。

3.忧民族复兴，唯有加倍努力。

3．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曾这样总结现代人不健康的工作方式：把思考交给了电脑，把联系交给了手机，把行走交给了汽

车，把健康交给了药丸……人们在过分追求便捷、享受便利时，无形中丢失了原来应该拥有甚至必须终生

坚守的东西。作为中学生，也应该很好地自我反省：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是否曾丢失过什么？例如

生活中的爱心、孝心、同情心、责任心，再如成长过程中必须具备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等。

请以“不该丢失的________”为题目，写一篇 600 字左右的文章。可以叙写个人经历，也可以就此发表

你的看法、抒发你的感情等。

提示与要求：①先将题目补充完整再作文；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



校名、人名。

【答案】例文：

不该丢失的晚餐

白雪纷纷扬扬地下着，似玉蝴蝶在空中高傲地翻飞，又似柳絮在天空轻盈地飞舞，还好似梨花在用花

瓣装点着这个美丽的冬季。

银装素裹，寒气逼人，窗里边喜气洋洋，热气腾腾。今天是春节，一想到这，老婆婆就开心地笑了，

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欣喜与快乐。今天，终于能见到儿子、女儿了。

一大早，老婆婆便忙里忙外，把这偌大而空旷的家装扮一新。门上挂着红灯笼，贴着红福字、红对联，

让整个家充满了年味。桌上已准备好了饺子、红烧猪蹄、糖醋排骨……这些都是她的儿女们最爱吃的。

“丁零零……”，电话铃声响起，老婆婆赶忙跑过去，生怕错过儿子、女儿在回家路上的福音。“喂！”

老婆婆急促地对着电话喊。“喂，妈，我今天要开会，没办法回去了，你自己吃吧！我五点的飞机，车在楼

下等着，挂了啊。”老婆婆刚想说句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的已是忙音。

这是女儿小丽，一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著名服装设计师，在家跨国企业上班。自从五年前的寿宴上匆

匆见过一面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丁零零……”，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老人急匆匆地从厨房里跑出来。“喂！”像刚才一样，她激动地

对着话筒喊。“喂，妈！老板临时叫我去澳洲出差，我回不去了，晚饭，就让小丽陪你吃吧。”于是，电话里

又一次传来了忙音。

老人放下电话，站起身来。电话铃第三次响起，老太太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孙子的声音：“奶奶，

我和妈妈去外婆家过年，就不回去了。奶奶再见！”“忙！忙！忙点好啊！”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慢慢放下

电话，坐到桌边，将围裙不紧不慢地解下来。

天凉了，菜凉了，老人的心也凉了。她披着一件旧棉衣坐在沙发上，抚摸着很多年前拍的全家福，一

朵泪花在眼角绽开，好像在向黑夜诉说着什么。

突然，“丁零”，门铃响起……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题。

写好半命题作文，关键在于“填空”，使自己的补题富有新意。本道作文题有充分的提示，题目材料导语中已

经提供了的诸如“爱心”“孝心”“同情心”“责任心”“自尊”“自强”之类的词语，考生可以选择这些词语，也可以

进一步从创意角度考虑，在补写题目时，将“滋味”“回忆”“眼泪”“色彩”“蜗牛壳”等作为写作内容，定会让人

眼前一亮。

生活中，“不该丢失的”东西确实很多：可选具体事物，如“皮筋”“眼神”“阳光”“绿色”等；也可选抽象的物象，

如“单纯”“信任”“苦难”等；既可选某一时段的事，如“童年”，也可选不同时空的事，如回忆童年、少年时等

不同的时间及不同的地点发生的事。在选材时，我们尽量选择自己熟悉的、拿手的内容，而且是他人未曾

写过或想到的话题，如以一只流浪猫的视角，来表现爱心丢失的可悲这一社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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