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高考作文预测：

哲理思辨作文导写



●【前言】

●近年，高考写作题目主题的具体指向很明确。以全国卷为例，从2016年到
2022年，主题大致有：自身成长、家国情怀、时代精神、生活哲理等。新高
考卷和地方卷的写作题目的主题也大体相同。

●这些都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一名高校新生必须具备的思想储备和人品高度。
因此，它贯穿于一个学生整个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高中很重要，高三
很重要，语文很重要，语文教师责任重大。因为，学生在生活里成长；而语
文，是生活的学科。而上述所有主题都离不开生活。

●宏观来看，上述具体的主题指向，都有一个共同的流向。或者说，高考从来
就是一道相同的写作题目，不只所有写作题目，亘古千秋一话题，甚或古往
今来所有的文学巨制、散文小品，无非都在演绎、阐发着同一个主题。这个
主题就是"生活"。具体一些，生活的运动﹣﹣生活中"传统"与"时尚"的碰撞、
交融与更迭"，传统"形成于历史，"时尚"指向着未来。



●【前言】

●运动永恒，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在时间长河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新与
旧的碰撞、交融与更迭，主观的或客观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
宏与微、东与西、上与下、雅与俗……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生
活和生命，而任何矛盾的对立统一，都依从在传统与时尚碰撞、交融、更迭的轴
线上。用于高考的所有写作题目，或者是针对一种"传统"或"时尚"而提出，而建
立其意义；或者直接涵括着"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交融、更迭"。从这个意义上看，
所有的写作题目无非都是"传统与时尚碰撞、交融、更迭"的子题目，都带有"传
统与时尚碰撞、交融、更迭"的基因。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和生命的本质就是"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交融、
更迭。懂得了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这个规律，实际上就是懂得了生活和生命。
而懂得了生活和生命的学生，还有什么写作题目不能驾驭呢？所有的写作题目，
都无非是生活和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从命题、阅卷到语文教学都应鼓励
学生由小及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正及反，突破思维定式，展开联想和想
象的翅膀，在某一特定主题指向上，感悟、表达这一核心。由此2024高考备考，
我们要关注重大主题，进行必要的主题作文写作训练。



●【主题预测写作训练原因】

●　近10年，作文题的大致整体趋势是由“单元”到“多元”的，
强调思辨性，如2022年的全国卷的四道作文题，“本手.妙手.俗手
”和“选择.创造.未来”是三元思辨性作文，“借鉴与创新”和“
跨越，再跨越”是二元思辨性作文。

●可以看出， 2022年的4套全国卷的作文题，都强调多元思辨性，
2023年的全国四套卷，虽然思辨性没有往年明显，且相对“简化
”，但这种趋势并不能说就终止了，强调哲理思辨仍然是新课标一
个重要的考查方向，且2023的全国甲卷“时间”于“人”，也是
一道二元思辨作文题，考查的也是思辨性，所以备考2024年的高
考，我们不能忽视对“哲理思辨”主题作文的讲解与训练。



●【主题内涵】

●“哲理思辨”是从对立面中认识事理的统一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是
“社会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是议论文写作的内核与关键。逐渐
步入成熟的高中生，能否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活中的一些事物或现象进行
辩证分析，发掘出其中蕴含的哲理，也越来越受到命题者的重视，并践
行于高考试题当中。

●　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和时代，同时体现出哲理思辨
的特点，如2022年全国甲卷“跨越，再跨越”、上海卷“发问与结论
”，2021年全国新课标Ⅰ卷“强弱之变”、浙江卷“得与失的思考
”，2020年全国新课标Ⅰ卷“疫情中的距离与联系”、浙江卷“对落
差与错位的思考”等，这些作文题目都要求考生或明显、或隐性地关注
当今社会，具备时代意识，并且能够深入思考、辩证分析，体现时代青
年的责任担当与哲理思考。



●哲理思辨类作文的审题立意

●一些材料作文中所列举的对象、话题、认知、观点或者做法，往往是
相反或相对的，但又具有较强的思辨性，我们把这种具有较强思辨性
的材料作文称之为哲理思辨型材料作文。

●哲理思辨型材料作文，侧重于对考生思辨能力的考察，符合当下国内
重视对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大趋势，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大家
的关注。

●2021年浙江卷，“得与失：终点·起点·过程”、上海卷“时间的沉淀
与事物价值的关系”、全国甲卷“可为与有为”等，均由哲理思辨的
角度命题。



●[技法指导]

●哲理思辨类作文材料，寓含哲理思辨，内容多关涉文化、人生、生命成
长等，富有诗意，体现一定文采。这类作文的审题立意需要注意以下四
点：
●首先，找出材料关键词句。抓关键词句是作文立意的突破口，是理解材
料的第一步。
●其次，提炼材料的深刻内涵。哲理类材料属于含蓄型材料，要从寓意或
喻义入手。关键词往往含有比喻义或象征意义。因此，我们要根据题意，
找出喻体所隐含的意思，由表及里地分析材料内容，深化文章的主题。
●再次，需要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对立统一、原
因与结果、条件与结果、主要与次要、整体与部分等，哲理思辨类作文
材料往往富含一种或两种这类关系，审题时，务必切实把握。
●最后，把握材料全局，确立几个关键词之间的必然联系，联系现实，准
确立意。



●[真题在线]

●(2021·浙江卷)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有人把得与失看成终点，有人把得与失看成起点，有人把得与失
看成过程。

●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思考？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注意]　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②明确文体，不得
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 [材料解读]

● (1)“得与失”“终点”“起点”“过程”是材料中的关键词。

● (2)这些关键词明确了题目的价值取向。材料内容有意识提供看待“得与失”的多
维视角，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深刻思考如何看待得与失。

● (3)材料中列举了三种对待得与失的认识。这三句话具有内在的联系，需要辩证地
看待。

●宽泛一点来说，把得与失看成终点，是功利是短视；把得与失看成起点，是目光长
远；把得与失看成过程，是较高的境界。

●辩证地看待“得与失”，“得”可能就是“失”，“失”可能就是“得”，今日的
挫折就是明天成功的基础，明日的成功又或是将来失败的根源。

●得失皆在心中，宽广的胸怀，良好的心态，智慧的心境，是高考作文命题者最想看
到的。



●参考立意：

●①乐得也乐失；

●②得失之间尽显人生智慧；

●③得失相通无亦有；

●④用发展的眼光看人生，得失不过是一个过程；

●⑤以得失为起点，不断磨砺，奋发向上；

●⑥以得失为终点，告别过去，开启新生。



●跳过得失且自在

●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世界更忙碌。我们比往常跑得更快、看得更远、
走得更急，效率和力量的增长也搅扰了生命的静气，拓宽了欲念的边界。
在“人人皆可网红”“出名要趁早”的信息疯狂时代，我们能得到的在
成倍增加，想得到的更是呈几何式暴涨；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怕失
去，怕得不到。殊不知，人生之得失不在一时，得失也不该是我们纵论
人生成败的起点和终点。得失，终究只是过程，生命之价值绝不由此而
立。

●尽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并非人人能至，但“塞翁失马”的
教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经验也总该让我们放开眼光，穿越得
失交叠的迷雾，明白人生全程不可以一时一处论之。人生的不确定性让
得失成败互相转化而莫名其妙，若吾辈青年全凭此看待人生，势必陷入
虚空无聊而不自知。



●人生路上，路过得失，静气须自在。不把得失看成起点，也不把得失看
成终点，我们才能拥有静气。那么面对人生之风雨，自然便会有“何妨
吟啸且徐行”的东坡气度；踏上坎坷昏晦之路途，才有洞见希望之光的
深邃；穿越令人战栗的人生低谷，才能时时寻遇“心凝形释，与万化冥
合”的境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生被时间磨洗得越久，我们
便越该懂得：舍便是得。

●人生天地，取舍间，必有得失。得和失从来都是一种权衡和考量。

●个人得失不计，家国情怀方立。回望风云激荡的百年党史，那无数铁马
冰河硝烟战火里辗转的英雄、枪口屠刀下凛然无惧的革命烈士、于雪山
草地跋涉而舍生忘死的战士，哪个计较过个人得失？



●他们崇高伟岸的精神群像有着洞穿黑暗的力量，他们不计得失，不顾利
害，以人生践行家国担当，成就了国之伟业，也成了民族之魂！当然，
我们谈淡然得失、不计得失，也绝不是在矮化个人价值，而是在探寻让
人生幸福的密码。说到底，得失是过程，是不停轮转的风景。我们若只
把个人所得当成唯一的价值追求，便难免落入叔本华“钟摆”的陷阱，
永远在痛苦和满足之间徘徊。人生须获得超越一般功利得失的动力，方
能目及浩瀚星空、心怀广宇，超脱俗世价值的束缚，于困境中获得自在。

●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邓稼先甘守大漠二十八载，袁隆平于稻
田间躬耕一生，他们都将生命植入大地河山，得失不困，乃成其大，心
向家国，得失自在！



●点评：

●这篇文章由当下的时代弊病切入，立意为“得失是过程”。

●主体部分论证层层深入，把得与失的探讨从个人层面引向家国担当，升
华主旨，接着笔锋一转，指出“淡然得失、不计得失，是在探寻让人生

幸福的密码”，论证层层深入，显示出对题目的深层哲理思考。

●文章不仅讲道理，而且摆事实，特别是对百年党史的阐释，既结合时代
热点，又十分有力地支撑了论点，极大地提高了文章的说服力：大量诗

句、名言的引用，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味儿，使表达含蓄隽永。



●【模拟作文题1】

●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林语堂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
怕的沉默。——马丁·路德·金

●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荀子》

●请结合上述材料，以“发声与沉默”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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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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