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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考前预测一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本试卷现代文阅读Ⅰ的材料一表明，人类的深层历史一方面是向外界山海步

履不停地“寻觅”；一方面是对内在脑力持之以恒地“进化”。
对此你有何感悟？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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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指导】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1.本题材料引用了现代文阅读Ⅰ材料一的相关语句。所引内容虽只有一句话，

但我们在审题时需要关注以下要点：第一，“人类深层历史”体量宏大，既可以
是人类自身的进化，也可以是社会的变迁、科技的创新等，写作视角可以宏大也
可以细微，为考生提供了广阔的写作空间。第二，向外界山海步履不停地“寻
觅”，强调人类要想适应环境必须怀有好奇心，不停探索广阔世界，努力开拓自
身的生活边界；对内在脑力持之以恒地“进化”，说明人类恒久进步取决于自身
大脑认知的扩充增量，两者的结合让写作具有纵深感。尤其是“内在脑力”的
“进化”指什么，考生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认知，把它具体化。由此可见，材料
意在引导考生认识到，当代青年需要积极地向外看世界，去探索未知，也需要认
真的向内提升自己，审视自我，追求完善。

写作时，既可以从其中一个方面来写，也可以将“向外”和“对内”，“寻
觅”和“进化”结合起来写，让写作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比如，考生可指出，
“向外寻觅”是指积极地投入世界，在外部世界奋斗进取，创造成绩，由此我们
才能开拓眼界，为人生寻找更多的可能；而“向内进化”则说明我们在“行”的
时候更要不断地通过学习思考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加强对自我的剖析，反思不足，
总结教训，提升自我的境界。

2.本次作文题目基于现代文阅读Ⅰ的材料一，要求考生对“人类的深层历史
一方面是向外界山海步履不停地‘寻觅’；一方面是对内在脑力持之以恒地‘进
化’”这一观点进行感悟，并据此展开写作。

首先，考生需要准确理解题目中提到的“向外界山海步履不停地‘寻觅’”
和“对内在脑力持之以恒地‘进化’”两个方面的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人类对
外界的探索、对未知的追求，包括科技进步、地理发现、文化交流等方面；后者
则指人类对自身智力、认知、情感等方面的提升和发展。

在审题时，考生应注意以下几点：
1.理解深层含义：题目要求考生思考的是“深层历史”，这意味着考生不能

仅停留在表面的描述或现象层面，而应深入挖掘这两个方面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
深层意义和价值。

2.关联现实与未来：在探讨人类的“寻觅”与“进化”时，考生可以联系当
今社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思考人类如何在不断“寻
觅”与“进化”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3.明确立意：考生应明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是对“寻觅”与“进化”
的赞同与推崇，也可以是对其意义的深入探讨，或者是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与展望。

【参考立意】
1.跨山越海，让寻觅扩充人生边界。
2.优质提址，让认知主动“更新升级”。
3.寻山海开拓边界，促认知提升境界。
4.内外兼修，成就辉煌。
【范文展示】
向外寻觅以自强，向内进化以厚德
有人说，人类的深层历史一方面是向外界山海步履不停地“寻觅”；一方面

是对内在脑力持之以恒地“进化”。诚哉斯言！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非“向内”
与“向外”两个方向。向外，我们步履不停，不断寻觅、探求、发现新世界；向
内，我们审视自我、批判扬弃，不断“进化”出新自我。于个人而言，也同样如
此。依我之见，吾辈青年既向外“寻觅”，开拓眼界，丰富人生，又向内“进
化”，完善自我，厚德载物。

向外“寻觅”，能开拓视野，促己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大潮。
诚如庄子所言，“夏虫不可以语冰”，要想凌霜傲雪，必须突破夏虫视野之

局限；要想展鲲鹏之志，必须突破榆枋障目，俯瞰九霄，方能自强不息。曾经清
王朝闭关锁国，魏源著《海国图志》，打开国人看世界的眼眸，开启自强之先声。
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为流传，地球村时代已向我们招手。吾辈青年唯有
积极向外寻觅、开拓，才能不自囿于视野的局限，明时代之变，立时代潮头，发
时代新声！

向内“进化”，能回正道路，护己心灵澄澈，把稳精神之舵。
恩格斯有言，“现代的命运取决于青年人崇高而奔放的激情”，要想烈火长

燃而不息，唯有定期查看，添柴通风；要想航船坚定前进而不迷航，唯有定期调
整，瞄准航向。先贤如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如樊锦诗，扎根大漠，梦
爱遗迹；如钟南山，高龄出征，毅然逆行，无不是找准了理想后的向内审视提升
自己，才找到了稻田里、敦煌中、白大褂上闪耀的光芒，并为之奋斗终生。吾辈
青年，唯有认真向内审视、进化，才能不自毁于方向的迷失，补足精神之钙，牢
记使命，不忘初心。

向外“寻觅”和向内“提升”，此二者得兼，方能迎小我之成长，进而馈大
我以芬芳。相反，偏执其一者难成大业，向外“寻觅”而不向内“审视”者，犹
如无头苍蝇，如某些艺人只知道追求外在光鲜亮丽，却遗忘内在道德与法律底线，
难逃唾弃；餍于向内“提升”而不目向外“寻觅”者，犹如井底之蛙，如某些老
牌企业，只知因循守旧，却不谋求创新，终被时代大潮所淹没。可见，于吾辈青
年而言，向内与向外，犹如鸟之双翼俱振，方可高飞！

揆诸当下，信息浪潮汹涌澎湃，部分青年被裹挟无所适从。或沉迷碎片化短
视频而无法专注，失去向外“开拓”的广度而困于信息茧房；或堕落成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失去向内“提升”的深度，而初心不在。诚如莎翁所言，我们的使命
是照亮整个世界，融化世间的黑暗。

吾辈青年，唯有拓展向外“寻觅”与向内“提升”的广度与深度，方能如火
炬划破黑暗，迎接人生之光明。人民日报有言，“人生是永恒的选择”，愿你我
都能选择向外“寻觅”与向内“提升”，两者兼容相济，方能厚德载物，自强不



息！



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考前预测二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本试卷现代文阅读Ⅰ材料二提到了“短逃离”现象，指的是人们挤出一段时

间，短暂逃离疲乏状态，获得一个浓缩的、尽兴的瞬间，再重回生活轨道。其实
这样的“逃离与回归”在生活中到处都存在……

请以“逃离与回归”为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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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指导】
本题命制参考 2025年九省联考“交错带”作文，类型为读写结合类作文。
读写结合类作文，第一要注意全面理解阅读部分提供的材料，完整解释关键

概念的含义。如本题“逃离与回归”，要提取关键特征，分别是“挤出、短暂、
浓缩、尽兴、重回”。第二要和阅读材料做好清晰的切割，即不要在写作过程中
将试卷阅读材料作为素材反复征引。

“逃离”和“回归”是两个抽象的词汇，考生要想写好这次作文，必须化抽
象为具体，化大为小。“逃离”可以理解为“放飞”“自由”“无拘无束”，也
可以引申为“向外走”；“回归”可以理解为“返回”“归来”，也可以引申为
“往回走”。可以具体理解为青年学有所成后选择回乡建设家园，在外奋斗拼搏
之后选择回家照料双亲，沉迷于热闹喧嚣之后选择回归精神家园等。

另外，要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比如“逃离”是起点，“回归”是结果；前
行是为了更好的归来；等等。综合材料来看，“逃离”和“回归”是一对矛盾的
词，立意的关键在于梳理两者的辩证关系。可以说“逃离”与“回归”是辩证统
一的，短暂的逃离是为了修养身心积蓄力量，实现自我再发现与成长，更好、更
长久地回归到生活轨道上来。也可从两者各自的目的、特点、原因等方面进行比
较。

【参考立意】
①逃离得自由，回归守初心；
②逃离以休憩，回归再启航；
③出门见山海，归家修身心；
④逃离回归感人生，寻寻觅觅得真我；
⑤观湖光山色，念柴米油盐；
⑥能逃得开，也要回得来。
【优秀范文】

于喧哗中辟幽静，于诗酒后踏征程
三径就荒，于征途中辟一处幽径；陆离风尘，于气盛时猎取八方。历史浩浩

荡荡，沧海桑田，无数人走向一无返顾的征程，却也于幽怆困窘之时开辟小径，
饱蓄精力，复踏征途。

正如网络盛传的“短逃离”现象，当代青年应学会劳逸结合，审怡颜之效，
踏林荫大道，于喧哗中辟幽径，于诗酒后踏征程。

逃离，非不谙世事的隐匿，而是喧哗之中的宁静，临清流而赋诗。



王维曾于深山草林中慨然长叹：“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今有李子柒
于世事沧海之中“复得返自然”，宣扬田园生活。他们并非对攘攘人世厌恶不己，
而是在独处幽居中陶治心性，积蓄力量。正如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不以烦令
害民，反以修养生息之功，促进人性的发扬与经济的回复。于国如此，于个体亦
如是。如果强加繁务而无止息地运作，人体便犹如机器一般终将废止而无力运转。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是先者留给吾辈青年的戒训，吾侪青年
应当审知休养生息之功，蓄足精力，方为回归之时作足准备。

回归，是于精神充沛之时的觉醒，是积蓄力量后的冲锋，直挂云帆济沧海。
回归，是以逃离为间隙后的常态，短暂的逃离后迎接的是长期的归去。回归

之期，当以充蓄的精力，鼓足的干劲去迎接未来的征程。正如钱学森于国外潜学
后回归报效祖国，为两弹一星事业铸就辉煌战绩；胡适离开国内喧嚣去海外留学，
回国后一心奔赴救国救民之业；徐梦桃于多年沉沦中养足精力，最后于家门口夺
取金牌，人生翻转。回归之时，应当是逃离之境中的感悟发挥作用之期，我们应
当利用逃离之时养足的精力和力量，在回归之后迸发光芒，造炬成阳。

离与归，如一镜之两面，一面供我们梳妆面孔，一面供我们整装待发，敢挽
桑弓射玉衡。

离去之期是为归来之时蓄力的时段，归去之时也是逃离之期重新塑后的丰我
之象。我们应当劳逸结合，于逃离之时且涉园以求趣，赏万物之得时，方能构建
自己的精神小屋和立身之柱，于征途中笃行不怠。

星海横流，岁月成碑。微尘不朽，征途有光。我们应于逃离的微尘之时积蓄
力量，于回归的征途之上灿烂有光，浩浩乾坤，气猎八方，如是而行。吾辈青年
方得休养生息之功，得笃行健走之力，于生活中掌握劳与逸，为人生画卷增添底
色之光。

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考前预测三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我们常被生活中的奇迹、逆袭激励，而自己的生活却很少发生大的改变。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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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指导】
这则材料提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尽管我们经常被生

活中的奇迹和逆袭故事所激励，期望自己也能有类似的突破和改变，但实际上，
我们自己的生活却往往难以发生大的转变。

首先，我们要理解，生活中的奇迹和逆袭故事往往具有吸引眼球的特点，它
们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了人们通过努力、智慧或运气，从困境中挣脱出来，实现
人生飞跃的过程。这些故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很容易激发人们的共鸣和向往，
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有能力去实现类似的转变。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改变往往并非一蹴而就。一方面，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
条件都有所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相同的机遇或挑战；另一方面，即使我们
有了改变的愿望和决心，也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和时间，才能逐步积累起足够的
条件和能力去实现目标。

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生活中的改变并非总是积极的。有时候，即使我
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这时，我们需
要学会接受现实，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期望，以更积极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和变化。



因此，对于材料中所描述的现象，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虽然生活
中的奇迹和逆袭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激励和启示，但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它们来改
变自己的生活。相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合理的目
标和计划，并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步积累起改变的
力量，实现真正的进步和成长。

立意分析：
（1）正确认识奇迹（逆袭）激励与自我改变的关系，既肯定前者的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自身不懈努力，才能发生大的改变。如“心动更要行动”，“激励
的是精神，改变的唯有行动”。

（2）肯定奇迹（逆袭）对人的激励作用。如“让奇迹激励奇迹发生”、“在
奇迹（逆袭）中改变”等。

（3）不赞同奇迹（逆袭）激励的作用，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心
动不如行动”“没有奇迹（逆袭），只有努力的轨迹”等。

【范文展示】
以激励为动力，以行动促改变

生活中我们常能听到各种励志传奇，这些故事常给我们以前进的动力和逆袭
的信心，但是要想真正提升自己，我们仅靠他人事迹的短暂激励还不够，更需要
切实的行动和不懈的坚持。

何谓奇迹？自是因其稀少而可称“奇”，且又因其自身颇具戏剧性的故事走
向而极具传播性。特别在当下“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人们寻奇、猎奇的心理被
捆绑上“流量”的马车，那些可被称为奇迹的案例得到空前传播。我们津津乐道
于他人“麻雀变凤凰”式的逆袭，感动着他人“苦尽甘来”的畅快，于是也在内
心播撒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在他人的成功中感慨热血人生，发出“我亦可以”的
豪言壮语。

但是，他人奇迹里的热血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筹码，如果没有
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坚持，他人的奇迹和逆袭只能止步于我们人生里的一声惊
叹。

我们常常只能看到他人故事里的一鸣惊人，逆风翻盘，而常常忽视他人成功
之下的默默努力。就像我们只看到马斯克创立 SpaceX 的云淡风轻，却常常看不
到他像疯子一样的努力，正如他说的“要比人类更努力地工作。即使是一个普通
人，比别人多工作 150%也会让你有优势。”“幸存者偏差”让我们感觉奇迹和
逆袭遍地皆是，就像有人调侃互联网上人均清北学霸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只
是被他人的故事一时感召，做事情仅三分钟热度，却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同别人一
样称为奇迹，这恐怕难以实现。

成功者对于过去的回望总是温情脉脉，自己曾经的挣扎和彷徨在如今成就的
遮蔽下，总蒙上一层淡淡的纱，让人看不真切。我们总能轻易记住余承东的“遥
遥领先”，却忽视华为大楼常亮不熄的灯火；我们总能看到何庭波带领海思成员
杀出重围的风光，却忽视在制裁重压之下背水一战的压力和勇气。我们不能埋怨
他们的故事太具迷惑性，不能沉浸在“我的运气没他好”的抱怨中，我们得承认，
任何成功的获得都不太可能云淡风轻。当我们把这些云遮雾绕的表象剥去之后，
我们应看到那些“奇迹”和“逆袭”里奋斗的底色。

因此满怀希望的努力吧！他人的奇迹给了我们期待和信心，而我们切实努力
和行动才是实现自我梦想的坚实道路。躬逢新时代，我们更应心怀民族复兴之大
志，以前辈英豪为典范，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惟愿点燃烟火，不堕青云之志！

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考前预测四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造型不一的杯碟、设计独特的摆件、软萌可爱的玩偶……这些物品都有着一
个共同特点：好看，却不一定实用，网友们将这一类物品戏称为“美丽废物”。
但也有网友认为，看似无用的物件蕴含着不可替代的治愈力量，也是生活不可缺
少的调味剂。

对此，你有怎样的感悟和思考，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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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指导】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类材料作文题。
材料以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见的好看却不实用的物品（“美丽废物”）引入，

启发我们思考“有用”与“无用”的关系。同一件事物或一个人，有些人看来有
用，有些人看来无用，或者在此时无用，在彼此有用。世俗所谓的“有用”，不
一定是真的有用，而世俗说的“无用”，可能关键时候有大用。由此我们可知，
材料包含的就是一个“无用与有用”的话题，并且我们可以理解材料的观点集中
表现为：看似无用，其实有用。

写作时要分析什么是“有用”，可以列举现实当中“有用”的事情或工作，
比如法律、医学、机械制造等，重点分析其现实意义和功利价值，也就是说，需
要肯定其“有用”。“无用”之事也需要列举出来，比如对文学、艺术的爱好看
似无用，但是实际上它们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在关键的时候起到精神支柱
的作用。写“无用”后面的“有用”，注意分析要透彻而深刻，这也是写作的重
点内容，因为论点主要集中在“无用之用”上。文章结构上可以是对照式，也可
以是层进式，但列举一些现实例子应该更有说服力。

写作时要注意，不能一味批判“有用”的功利性；当然也不能否定“无用”
的无意义和无价值，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此外，也不要只说“有用”或
“无用”，应该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写作。

【参考立意】
1.“无用”之用，也有大用。
2.要学会欣赏和享用“无用”之用。
3.要如何平衡“有用”和“无用”。
【佳作示范】

有无相生，人生精彩
同样的物品，有的人弃如敝屣，戏称其为“美丽废物”，有的人却从这无用

之物中获取了治愈力量。“有用”“无用”这一辩证话题被无限放大。有的人近
乎功利地认为只有完全服务于眼下工作的才是有用的，如一些民众对于数学的质
疑、对英语的否定；也有人认为凡是热爱便有价值，选择去做，就有用处。

我认为所谓“有用”“无用”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应正确看
待并妥善协调它们，在“有用”中培养自我，游刃于眼下工作；在“无用”中充
盈自我，享受富足的精神生活。



“有用”之事主导生活必不可少。它是立身处世之基础，可定义为阶段性的
主要任务。身为学生、老师、律师或医生等等，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承担一份本职
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提升专业素养，才能提升竞争力，更
好地在残酷的社会中立足，生存下去。“有用”之用，是大国工匠、科研人员日
复一日、一刻不歇地守在岗位上，精益求精地工作，从而支撑了社会发展；是平
凡的人群中，正午烈日下，哨兵纹丝不动的坚毅与身前不远处卖瓜大爷眉目紧锁
的辛酸；也是深夜一角，加班的人匆匆回家的憔悴，与家中妻子强忍睡意哄孩子
的坚强……“有”支撑起个人的社会价值，把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生生不息。
当其“有用”，我们为之拼搏、煞费苦心，这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用”之事让生活充满色彩、丰富人生。对于学生来说，花费太多时间打
篮球，读闲书会被视为做“无用”之事，但打篮球有强健体魄，扩大社交圈，培
养自信等多种“用处”；读“闲书”能开眼界，培养思维习惯、开拓格局……不
仅是学生，每一个社会人都有一些心爱的“无用”之事，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没
有把更多时间花在“有用”而焦虑。因为我们都有血有肉地活着，只做“有用”
之事是机器人的工作，而不是人的生活。正如周国平所说的无用之诗、无用之酒、
无用之书与无用之情，吟诗、喝酒、读书、钟情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但
却能慰藉心灵，给予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能活得有滋有味。苏格拉底
也说过，“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思考真理、理智
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不感到羞耻吗？”放下功利心，无用之用定有大用。

有无相生，各应有限。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适当的体育艺术等业余爱好有
益身心，但若不节制，则耗尽精力，耽误学习；努力上进、刻苦读书，能提高成
绩，使自己名列前茅，但死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抛弃一切“无用”的事情，
也绝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反而容易事倍功半。

有无相生，妥善平衡“有用”和“无用”，既能收获个人价值，也可洗涤心
灵，漫步精彩人生。

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考前预测五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社会学家项飙认为，面对一个迅疾变化而又很不稳定的世界，人要坚定、勇

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不要牺牲日常。“重建附近”就是要和现在的周遭环境发
生积极互动，让它成为一种动力和资源。“附近”既是我们生存的切身空间，也
是我们和周遭环境发生的那些具体实在的联系。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附近，是
不可能对世界产生信任的，他对世界的信任是来自他对周边的信任。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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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题立意】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首先引用社会学家项飙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人们应

该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注重日常。然后具体解释什么是“重建附
近”，即与周遭环境发生积极互动，将其转化为动力和资源。什么是“附近”，
既包括是我们生存的真切感受到的外在空间，也包括我们与外部环境建立起来的
联系。“附近”不仅指地理上的邻近，更强调人与周边环境、社区、邻居等建立
的联系和互动。这些联系可以是物质的、精神的、情感的等各个方面。最后总结
一个人要能够有自己的附近，要能够对周边信任，才能够对世界产生信任。



材料的核心话题是“重建附近”。这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需要考生深入
理解其内涵和外延。从字面上看，“重建附近”意味着重新建立与周边环境的联
系和互动。但更深层次上，它涉及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如何与外部环境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关系来应对世界的不确
定性和变化。人要能通过与周边环境的积极互动，将“附近”转化为一种动力和
资源，帮助自己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命题人意在引导考生把目光由远方转
移到“附近”。现代社会，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
感到与周遭环境的冷漠封闭的关系，内心感到空虚狐疑，从而“诗和远方”取代
了“现在”和“周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附近”需要“重建”。而“重
建”的重点在观念的重塑和心灵的开放。

写作中，在文章开头明确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真正地重新审视我们的周遭，
重新审视我们对周遭的态度。之后写如何重建“附近”，可以在与父母的闲聊中
收获脉脉亲情，可以在与菜场小贩的讨价还价中感受人间烟火，可以在与朋友的
嬉笑中发现关怀和体谅，可以在与同学的朝夕相处中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可以在
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写作素材不必舍近求远，教材里就俯拾
皆是。比如史铁生《我与地坛》，是他的“附近”，他重建了他的附近，凝视了
渺小的生灵，抵达了生命的本真。比如钟扬与他的学生，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
陶渊明与田园，李密与祖母等，他们的附近都成为生命的“动力和资源”。最后
总结，日常的经验给了我们温柔细腻的情感，这些日常烟火气汇成涓涓细流，给
我战胜苦难的力量，给我面对危机的勇气。

参考立意：
1.重建“附近”，感受身边的人间烟火。
2.积极互动，重建“附近”。
3.“重建附近”，寻找归属，增强信任。
【范文佳作】

重建附近，重建信任
社会学家项飙认为，面对一个迅疾变化而又很不稳定的世界，人要坚定、勇

敢地“重建附近”，不要牺牲日常。
斯言不误。何为“日常”？何为“重建附近”？日常就是“附近”，是我们

周遭日复一日存在的一切的人与事，是我们生存的环境。而“重建附近”就是重
新建立我们和切身空间的联系，重新建立我们对周遭环境的信任。

揆诸当下，无休止的内卷席卷社会，功利主义的浮躁全面统治世界，信仰迷
失，共情心缺失，责任感丧失，价值观全面扭曲……面对这样一个很不稳定的、
越来越撕裂的世界环境，很多人陷入迷惘，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再好起来了，于是
选择了躺平来逃避，习惯性地怀疑一切或者游戏风尘，娱乐至死。为什么？因为
丧失了对附近的信任，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附近，是不可能对世界信任的，他
对世界的信任是来自他对周边的信任。

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勇敢地“重建附近”，重建人们对世界的信任。
“重建附近”需要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坚定、勇敢的信任，其中最要紧的是

如何重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差异。我的答案是“勇敢”。对家人日复一日
的抱怨与责怪勇敢地说声“抱歉”“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对老师每日无
休无止的的抽查背书勇敢地表示感激和敬意；对周遭无数的与自己有过这样那样
冲突的人大声地说“谢谢”“有你真好”——勇敢就是信任——没有对“附近”
的信任，就不可能有对世界的信任。面对一个迅疾变化而又很不稳定的世界，明



天会不会更好，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当世界背对着我们时，它只是在酝酿一个
更大的拥抱。



“重建附近”更需要积极进取的心态、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合时适需的策略。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张桂梅老师用四十余年的
坚持和付出，重建了无数孩子对未来的信任，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济南
女孩李希晗以 28 次弯腰清理超载货车落石，重建了青春的姿态，令我们相信了
文明和素养的真实存在；“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凭借内在的学识和精神力量获
取了流量，也重建了我们对于理想、情怀和美好内心的向往。这些人或积极进取，
或悲天悯人，或合时适需，都重建了自己的“附近”，也重建了我们对世界的信
任。余秋雨说：“世间真正和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此言得之。

当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方对抗加剧，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
挑战，各类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重建自己的附
近，重建人们对祖国的信心，如此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未来。

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考前预测六
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选自《小林漫画》）
看了这幅漫画，有人说，“总有一些东西，会让你为之倾尽全力”；也有人

说，“你的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你有怎样的理解？请写一
篇文章，表达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结合材料的寓意，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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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题立意】
这是一道漫画类材料作文题。
漫画中的推石上山者，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西西弗斯。一块巨石架起了西西

弗斯永无止境的荒诞命运，路旁的小花撑起了推石上山者心中的苍穹。在理想与
现实的回眸处，在肉体与精神的凝望间，这幅漫画无疑寄寓了加缪的西西弗斯式
同情以更为辽阔的空间和所指。而图后文字中对漫画的不同解读，则体现了视角
的区别，前者是站在“推石上山”者的立场阐发的，后者则是站在“小花”的视
角呈现的，对同一幅图的两种视域观照体现的是“保护者——被保护者”“肉体
——精神”“现实——理想”等矛盾体的分野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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