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辨类作文
审题立意



思考:这些成语体现了怎样的辩证思维?

1.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3.三上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4.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积羽成舟

矛盾的对立统一性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量变产生质变



2021年高考作文文题:

[2021·新高考全国I卷]体育之效与强弱之变。
[2021·新II卷]逆锋起笔，藏而不露;中锋用笔，不偏不
倚，停滞迂回，缓缓出头
[2021·全国甲卷]“可为与有为”为主题。
[2021·全国乙卷]“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
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
[2021·上海卷]“时间沉淀与价值认可”为主题。
[2021·浙江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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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北京卷]生不逢时、安分随时、生逢其时

高考议论文与辩证思维

2021年全面开花:二元思辨，三元思辨。材料会引出
的论题中有二元或三元关系。一元和三元之间以存在
着一定逻辑关系。



2022年高考作文文题:

[2022·新高考全国I卷]围棋术语“本手、妙手、俗手
”。
[2022·新II卷]选择、创造、未来
[2022·全国甲卷]直接移用、借鉴化用、情境独创
[2022·全国乙卷]跨越，再跨越

2022年思辩变夏杂:审题要求都提高一个层次，
呈现三元关系随着话题内容在广度上的拓展多
元解读，思辨能力极为关键



文
题
共
性

①作文话题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
②都没有情境化要求，以增强思维的敏捷
性、灵活性、批判性、深刻性和独创性;

③考生分析质疑，多元解读，思辨能力极
为关键



       思辨类材料作文中出现了多个形象或多
个发展阶段并且没有明显的主次关系，或者
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看法不同表述，这样的作
文题目可以归为思辨性突出的材料作文。
      特点:呈现一种开放性，其思维方向、价
值取向都不是唯一的。



       思辩作文审题立意，要注意作文材料中呈现的思辩
思辩双方(或三方)存在的逻辑关系;如果逻辑关系都不清
楚，还谈什么思辩? 弄清思辩关系会让我们视野开阔，
在构思行文时能抓住多方关系面，进行整体性构思，体
现思辩色彩。
       材料作文，如果是含有思辩性质，那么材料会引出
的话题中有二元或三元关系。二元和三元之间以存在着
一定逻辑关系。
       弄清思辩关系，就要结合材料内容，对二元或三元
关系主体的内涵有正确的了解;了解思辩话题各方概念的
内涵，这是思辩的准入点;只有了解各方的内涵，才能判
断彼此间想了在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如对立关系、
并列关系层进关系或兼而有之。
       在两层或多层关系的辨证分析中，对概念内涵的理
解是进行思辨的基础找不到不同概念的本质区别，思辨
就没有针对性，更没有深刻性可言。



2022年高考上海卷:

       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
往看重结论。对此，有人感到担忧，
有人觉得正常，你有怎样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
不少于800字。



典例导航
2022年高考上海卷:“喜欢发问”与“看重结论”
[思辩话题及逻辑关系]

       二元对立关系一“喜欢发问”与“看重结论”“感
到担忧”与“觉得正常”涉及到的“二元”关系比较复
杂:既有个人从“小时候”到“长大后”的成长变化问
题，还有“喜欢发问”和“看重结论”的认知偏好问题，
更有“有人”对此现象的“感到担忧”或“觉得正常”
问题。
       但是注意二元对立不是如同“强与弱”那样鲜明的
对立，二者也有包容，只是轻重成份不同:小时候喜欢
发问，并不意味着不看重结论:长大后看重结论，并不
意味着轻视发问。



对立关系:话题中存在着正反双方的对立关系
  [概念内涵及立意思考]

      “发问”意味着对包括自我在内的对象世界
的好奇和主动追问，是主体性突出的表现，呈现
动态的、不确定的追求；
     “结论”意味着客观性的存在，则是主体性
削弱的表现，带有更多被动接受的倾向，呈现静
态的、确定的取向。同时，又以“小时候”“长
大后”的时间跨度作为预设的条件，隐含了时空
关系条件关系的变量。



递进关系:话题中存在着逐步发展、梯级上升的递进关
系
【2023·江西模拟】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 ）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刻船不可
以索遗剑。（东晋 葛洪）
        欲求新，则求变；欲求完美，则求常变。（英国 

温斯顿 ·丘吉尔）
       以上材料告诉我们要认清变化、应对变化和主动求
变，引人思考。置身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身担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少年，你有
怎样的感悟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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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名言分别强调的是要认清变化、应对变化和主动寻
求变化，即识变应变和求变。识变：了解、认识事物之变化；
善于识变，在变化中抓住机遇。应变：适应时事变化、应付
事态变化；善于应变，处变不惊、顶住压力，谋定而后动。
求变：主动去寻求变化，寻找创新；善于求变，在适应中占
据先机，在发展中开拓进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变化
是绝对的；同时，事物的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
的。准确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条件、方向等，才能科
学应对变化、推动发展。但人在应对变化时不是完全消极被
动的，不仅能够因时而变、顺势而为，而且能够主动求变、
创造机遇。练就识变的能力，提升应变的本领，增强求变的
勇气才能行稳致远。（思辨性）
      



       “置身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作为身担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少年”要求青少年思
考自身变化发展与时代变化发展的关系，认识到个人成
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明白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自觉
将自身发展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主动有为，开拓创新，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主体性）



2022年高考全国乙卷:跨越，再跨越
      “跨越，再跨越”，跨越的两次闪现，虽然是一元，
实际上是二元，“再跨越”与“跨越”是两个时空的概
念，二者是递进关系。两个“跨越”叠加还加一个“再
”字，显然强调了“越来越”或“更加”的意思，显现
出分层展开阶段推进的潜在逻辑关系
       [ 概念内涵及立意思考]

        所谓“跨越”，就是越过界限或障碍，实现辉煌
成绩的突破与高远目标的达成。这一概念很普通，也很
好理解，跨越，就是跨过现在，超越现在，实现新的进
步和发展。两个“跨越”叠加，还加一个“再”字，显
然强调了“越来越”或“更加”的意思
作



 [概念内涵及立意思考]理解“跨越”是不能忽视材料料“语境
”
1、北京两次成功举办奥运会，在“比赛成绩、体育发展、交
通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多方面展示我国在综合国力方
面的“跨越，再跨越”;
2、“展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也见证了你从懵懂
儿童向有为青年的跨越”这两句中就有“国家”和“青年”的
关系，“你能感受到体育的荣耀和国家的强盛，未来前行，你
将融入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这里面的两个“你”强调的是
青年与国家的关系。作文立意大方向是新时代青年与国家发家
的密切关系。[概念内涵及立意思考] 理解“跨越”是不能忽视
材料“语境”:
3、在“跨越”这一话题下，考生可以思考个人的跨越与祖国
的跨越有什么关系作文的时代背景强，紧密结合2022年时政。
写作话题“跨越，再跨越”，让即将成为未来祖国建设主力军
的青年学子们表达青年人的蓬勃朝气，自信自豪之情，对祖国
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和美好梦想及展望，从而彰显国家自信、
文化自信文素



审题方略
       新材料作文题，其中材料的诸元要素之
间一定存在内涵或逻辑上的内在关联，并明
示或暗含某一认识、思想、文化或价值意义
方面的取向。
       故此，能否筛选、提取出问题要素，并
能否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直接决
定着审题立意的成败。
       难度其实也不大，顺口溜一下实操流程
一一明确内涵 厘清关系 精准立意。具体操作
如下:



圈里面，定要素
       新材料作文题，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社会情
境”和“交际情境”两部分。社会情境，就是作文题中
的具体材料(什么人、什么事、什么现象、什么言论等
)，它限定了我们审题立意的范围，根据“全面综合抓重
点”这一审题原则找交集，或找对比点，或寻思同一问
题要素的不同方面，从而确定两个或三个问    题要素---

---关键词，再深挖内涵，搭建关系。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一个写作要素:交际要素。新材
料作文题的后部(一般在倒数第二段，也就是“写作要求
”前的那一段)，一般会明示“交际情境”通常是这样呈
现的:“请结合以上材料......体现你的感受与思考，它明
示了交际的本体(考生或青年自己)，也暗示了交际的客
体对象(新时代青年群体)还规定了立意的大方向，就这
道题而言，那就是，必须朝着“你的感受与思考的方向
去思考多元要素关系的问题。



理关系，明表述:

       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数学的表达方式，把几
个问题要素和交际要素设定为ABC，那么厘清
ABC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成了重头戏，因为这是
高考作文考查的重点。那么，ABC诸元要素之
间一般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或对立统一，
或因果联系或层进互补等，总之，在认知
层面，熟悉这些逻辑常识，之后有意识地遵循路
径去思考，去辨析，最后，以简明的文字把它们
表述出来，“审题立意”才算大功告成。



高考引路一明确内涵厘清关系 精准立意
[2022年·新高考I卷]

    “本手、妙手、俗手”是围棋的三个术语。本手是指
合乎棋理的正规下法妙手是指出人意料的精妙下法;俗手
是指貌似合理，而从全局看通常会受损的下法。对于初
学者而言，应该从本手开始，本手的功夫扎实了，棋力
才会提高。一些初学者热衷于追求妙手，而忽视更为常
用的本手。本手是基础，妙手是创造。一般来说，对本
手理解深刻，才可能出现妙手，否则，难免下出俗手，
水平也不易提升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
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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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引路明确内涵由表及里材料语、任务语
①“本手、妙手、俗手”是围棋的三个术语。本手是指合乎棋理
的正规下法;妙手是指出人意料的精妙下法，俗手是指貌似合理，
而从全局看通常会受损的下法
②对于初学者而言，应该从本手开始，本手的功夫扎实了，棋力
才会提高。一些初学者热衷于追求妙手，而忽视更为常用的本手。
③本手是基础，妙手是创造。一般来说，对本手理解深刻，才可
能出现妙手，否则，难免下出俗手，水平也不易提升以上材料对
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
考
本手:是正规下法，是基础。是提高棋力的前提条件。
妙手:是精妙下法，是创造。是妙招，始于本，妙在新，循本而创
新，才称之为妙。
俗手:是受损下法，是“坏棋”。是本手没学好，基本功没打牢，
就追求“妙手”，忽视基础，急于求胜，急功近利的结果。

由表及里，把握深刻内涵，精准立意



高考引路 精准立意一一标题

好标题的标准
①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干脆利落、醒目，紧扣材料
的中心词，有任务意识
②多用动宾短语、祈使句更能体现观点态度，尽量不
超过15字
③体现思辨关系，爱憎分明。

1、习围棋之道(结合材料)，做踏实青年(启示意义
)

2、恪本脱俗，方为妙手
3、棋如人生，本妙双全
4、学好本手，下出妙手，避免俗手
5、以本手为基，避俗手之劣，创妙手之举
6、扎实本手创妙手，急功近利多俗手
7、融汇“本妙”，不落“俗套”
8、夯实本手避俗手，自得妙手始道高



高考引路二明确内涵厘清关系 精准立意
[2022·甲卷]

      《红楼梦》写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有一个情节，
为元妃 (贾元春)省亲修建的大观园竣工后，众人给园中桥上
亭子的匾额题名。有人主张从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
然”一句中，取“翼然”二字;贾政认为“此亭压水而成”，
题名“还须偏于水”，主张从“泻出于两峰;贾宝玉则觉得之
间”中拈出一个“泻”字，有人即附和题为“泻玉”用“沁
芳”更为新雅，贾政点头默许。“沁芳”二字，点出了花木
映水的佳境，不落俗套:也契合元妃省亲之事，蕴藉含蓄，思
虑周全。
        以上材料中，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或借鉴化用，
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现象也能在更广
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请你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
活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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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抄袭作文素材宝库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高考引路由果溯因确定最佳角度
事件：众人给匾额题名
结果：贾宝玉题的“沁芳”二字“贾政点头默许
为什么贾宝玉的题名获得贾政认可?

原因：
     ①因为“沁芳”二字，一则点出了花木佳境，不落
俗套;二则契合了元妃省亲之事，合蓄蕴精。--根据情境
独创--是对前人的超越对当一下实际情境需要的较完美
契合。
       ②众人从“有亭翼然”中取“翼然”二字，为“直
接移用”--是对前人的理解和学习。
      ③贾政主张从“泻出于两峰之间”中拈出一个“泻
”字取“泻玉”，是为“借鉴化用”--是在对前人的模
仿基础之上的再造。



1.移用借鉴诚可贵，求新价更高
2.移用借鉴诚也可，情境独创价更高
3.移用借鉴知变通，匠心独创合情境
4.独创诚可贵，移用、借鉴不可抛
5.移用与化用齐飞，独创共佳境一色
6.借用、化用、独创，各得其妙
7.承借古人之慧，开创华夏生面

        深入思考比较“移用”“借鉴”“创新”
这三种态度后，由果溯因地进行分析选择，结
合切身体验，有感可发确定最佳立意，从页实
现“立德树人在写作中的有机融合。



模拟题深度剖析
2023.02深圳一模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冲浪是冲浪者站在冲浪板上驾驭海浪的水上运动，已
被列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惊涛骇浪之
上翱翔，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海浪够高够大，且在冲浪者可
驾驭的范围内;冲浪板尺寸合适，能被冲浪者灵活操控:冲浪
者有足够的勇气，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时代的浪潮中，我
们应该如何做好一名冲浪者?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
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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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材料，抓关键词
       本次作文由冲浪这一体育运动现象，引出人生思考。
考生读完材料第一时间应该思考的是“冲浪”这一现象
的本身具有什么内涵，材料中的关键句如下:

(1)海浪够高够大，且在冲浪者可驾驭的范围内;

(要素一:海浪高且大且可控。 )

(2)冲浪板尺寸合适，能被冲浪者灵活操控:(要素
二:冲浪板尺寸合适能灵活操控。 )

(3)冲浪者有足够的勇气，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 (要素三:冲浪者有足够的勇气，良好的身体素
质。)此三者每个都必须具备的。我们可以从中
提取三个关键词:海浪、冲浪板和冲浪者。



概念
海浪
冲浪板

冲浪者

基本义
海洋中风浪
冲浪器材，有不同材质和尺寸。如:

长板短板枪板、软板浮筱板
冲击浪潮的人

特点
海浪：够高够大可以驾驭(要有良好的天然条件)

冲浪板：尺寸合适灵活操控(要借助适合的灵活的工
具)

冲浪者：足够的勇气良好的身体素质(要有过硬的身
体和心理素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13810307612000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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