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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二元思辨类作文审题立意

（解析版）

【考情分析】

作文题型 —— 2023教育部命制三套试题看高考作文风向        

2023教育部命制四省联考作文       “简练与繁复”

2023年高考全国甲卷               “时间的主人与仆人”

2023年高考全国乙卷               “一花独放不是春”——“个体与群

体” 

分析题型特点：材料极简+观点对立+二元思辨 

    在坚持思辨作文风向的同时，对 2022年高考作文有调整，一是材料简单，

二是二元对立，三是思辨方向，作文更具开放性和思辨性。 

【二元关系类型】

关系型作文，重在考查学生的思辨能力。故构思作文之前，最重要的是要用

辩证思维的方法，辨清构成话题的词和词、短语和短语之间的特定关系。关系型

作文话题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立统一关系

就是各要素单一来看是对立矛盾的，但实质上它们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和谐统一。也可称之为无此无彼式。如“平凡与伟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

话题可理解为：没有“平凡”也就不会有“伟大”。还可理解为：平凡蕴育伟大；

伟大源自平凡；我们只有从平凡的点滴小事做起，才能构筑伟大人格的大厦。

(2)是非取舍关系

即指关系型题目的诸要素之间是一是一非、一对一错的关系，对它们只能有

所取舍选择。也可称之为有此无彼式。如“偏见与关爱”，我们应理解为“要消

除偏见，勇于关爱”，若作其他理解则是不科学的。

(3)并非绝对关系

即指构成题目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可称之为有此未必有彼式。如“名师与高徒”，可理解为“名师出高徒”，也可

理解为“名师未必出高徒”或“高徒未必出自名师”。

(4)并列共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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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构成题目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并列的关系，几个要素可以同时

共存。也可称之为有此有彼式。如“和而不同”，则须理解为“既要做到‘和’，

又要做到‘不同’”，意即“既要善于调和矛盾，与别人和谐相处，同时又要有

不同于别人的独立见解，不能随风倒、随大流”。

辨清关系至关重要。关系辨明了，思维就有了方向，审题立意的任务也就基

本上完成了，构思成文的速度也就大大地加快了。当然，构成关系型题目的各要

素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如上四种关系是常见的，但远不是关系的全部。审题

时须根据具体题目作具体分析，从而做到既快捷，又准确。

4．从不同层面解读构成题目的各个要素

有些题目的构成要素，不管从何种层面去解读都较为简单，一目了然。如“名

师与高徒”谈的是条件与结果；“痛苦与成功”谈的是过程和结果；“我与地坛”

谈的是人与空间；“平凡与伟大”往往指具体的言行与抽象的精神品质。

而有的题目则比较复杂，即使是同一个话题，若从不同层面去解读，那么其

关系类型也就会随之变化。如“冷与热”，这个题目的两个要素可以有哪几个层

面的解读？

(1)若从待人态度冷漠与热情的角度，其关系就是典型的“是非取舍关系”。

(2)若从处事的冷静与待人待事的热情上看，其关系就成了“相容并存关

系”。

(3)若从一般意义的天气温度的角度理解，其关系则又成了“对立统一关

系”。

另外，针对这个话题要素的本义和比喻义，其关系又可衍生出肉体的冷(热)

与心理的热(冷)、过程忍辱负重甘受清贫的冷与结果成就斐然声名鹊起的热……

【二元关系立意误区】

误区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既然是关系型作文，审题时就应当重点把握材料内部两者之间的关系，关涉

两点，在两点之间寻找突破口。而我们的学生在审题时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恰恰

是割裂了两者的联系，在行文时大谈一点，却对另外一点置之不理，以致造成偏

题、离题。如“人文素养与发展”，话题内部存在一种条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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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的高或低，制约着发展空间的大小。学生在审题时即要全面审视这

种条件关系。但从学生作文来看，许多离题作文都没有能从两者关系入手，而是

或空谈人文素养，或大侃发展，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最后造成

严重失分。 

误区二：泛论关系，不见重点

有的学生在行文中泛论关系，最终使文章陷入泛泛而谈、空洞无物的泥潭。

关系型作文要善于敏锐地捕捉重点，敢于突出重点，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如“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在审题时学生当然应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

果学生在审题时能以“遭遇挫折”为侧重点，能够从如何对待挫折这个角度切入

去行文，而不是流于表面的于两者关系泛泛而谈，那么文章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得

到有力的拓展。 

误区三：另起炉灶或偷换话题

有些学生根本不了解话题作文与材料作文的区别，彻底抛开了话题，或完全

离开材料，结果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另外，注意偷换概念。换词也应尽量避免。

即使是同义词也应尽量用话题或材料中的词，以免产生曲解。

【通法通则】

①读材料，找准思辨话题。抓住关键词，紧扣关键句，领会命题人的命题思

维和意图。精准找到思辨话题，确定观点立意。作文材料越简略，意味着思考的

空间越广阔；话题的极简，意味着内涵的极丰。

②扣概念，深挖话题内涵。写作时，首先需要理解概念内涵，在此基础之上，

找到理解这一概念的切入点。不能只停留于表面的理解，而应该深入挖掘概念的

深层内涵，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不可以泛泛而谈。

③重思辨，搭好思辨框架。在论证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对立统

一辨证关系，找到不同关系主体在本质的区别，让论述更加深刻。注意要突出论

述的主体，不可以平均笔墨。关注现实关联点，联系生活。

【专项训练】

一、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鲁迅先生评论庄子时说：“(庄子)冷眼看穿却热肠挂住，有着温柔与宽厚的

心。”林语堂说：“人生是严酷的，热情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

勇连接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时代不断进步，社会更加开放，我们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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惮于我口说我心，不遗余力追寻真相。同时世事纷纭，只有热情，缺乏理性，真

相就容易被遮蔽。

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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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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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是一道引语类材料作文题。材料呈现“热情”与“理性”的二元辩证

关系。

(2)材料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名人对“热情”与“理性”的看法。鲁

迅评价庄子“冷眼看穿却热肠挂住”，“冷眼”指洞察事理，明智慧，观世间；“热

肠”指不能忘情，通情理，知人性。“冷眼”能看透宇宙，“心热”能感化世界

万物。林语堂则强调，面对复杂的人生，光有热情是不足以应付的，需要和智勇

相连，才能避免摧残，光有热情，会流于“头脑一热”“热血上涌”，没有经过平

静、理智思考而匆忙、鲁莽采取行动。热情与智勇相连接，方能保证以平和的心

态全面观察事物，不至有失偏颇；以客观分析和评判，不至忽左忽右、流于偏执；

更可以避免草率决定、贻误大事。

(3)材料第二层，结合当今时代背景，强调在开放的时代，我们用热情表达

自我，去追求真相，不断探究，这是好的。但是热情需要理性来加持，否则难以

真正探求到真相。综上，材料强调“热情”与“理性”的辩证关系，“热情”是

投入生活，奋勇争先。“理性”是理智冷静，客观审慎；二者看似矛盾，但实际

上又有统一的一面。“理性”更多是针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决断之时；

“热情”更多体现在迎难而上、奋斗拼搏的行动上。只有“理性”，容易陷入个

人利己主义的牛角尖；只有“热情”，容易陷入盲目冲动的泥淖，二者缺一不可。

(4)由以上分析，可找出相关立意：①热血与理性兼具，奋勇与明辨齐飞；②

以理性看世界，以热情报中华；③以理性为墨，用热情点染。

理性与热情兼具，明辨与刚毅齐飞

一考生

“理性与热情兼具，明辨与刚毅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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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里包含着奋进的精神和坚忍的信念，是一种引领着人们前行的力量。

理性与热情兼具，是说我们既要敢于挑战、开创风气，也要理性思辨、客观判断；

明辨与刚毅齐飞，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敢为人先的坚忍精神，即使短暂迷惘，也要

不断拼搏，突破困境、勇往直前。这种理性与热情兼具、明辨与刚毅齐飞的精神，

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

理性如烨烨明星，指引迷途，明辨方向。《礼记·中庸》中有关于理性的阐

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话体现了“理性”的

内涵，告诫我们须保持冷静的头脑，以审慎思辨的眼光去剖析事物内核，于纷乱

浮躁中笃定内心，于挫折艰险中沉着应对，像纵身乱世中的何良俊所说的“白袍

点墨，终不可湔”般审慎洞察；像坚定自我的宋荣子所说的“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般明晰外物。在时代奔流的汪洋中慎思明辨，以勇往直前的热情奔向目标，弄潮

于时代浪头。

热情如熊熊烈火，燎起了信仰的荒原。热情有如铮铮铁骨，是濒临绝境亦誓

死不屈的顽强，是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以身许国的热血。回望历史尘烟，得见青莲

居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然贞节；得见王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的笃定心志。热情可以是狼烟四起时的誓效家国，也可以是人生赛道上的极限突

破。热情是不局限于一隅之地的长远胸襟，是不屈于外敌鞭挞的凌然傲骨。古今

圣贤以热情为根基，坚守心中信仰，以客观审慎的理性，铸成底蕴悠远的祖国山

河。

我们需要有理性与热情兼具、明辨与刚毅齐飞的精神，去奋斗，去拼搏，助

力祖国发展，实现自我价值，书写满意的人生答卷！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个人素质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我们青年要树立

起真正独立的人格，不但要有理性，也要有热情，应当尽自己的能力传播理性、

弘扬正义，只有这样，民族才会充满活力，国家的未来才会充满希望。

雏鹰会当搏击长空，涓滴会当千顷澄碧。吾辈青年应保有审视明晰的理性，

铮铮铁骨的热情，乘马疾千里之势，让青春在时代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锐评：话题“理性”“热情”看似矛盾，本文将二者相融贯之，捋顺脉络，

对其进行有效论证。开篇引用名言，言简意赅切入正题，主体部分紧密牵连“理

性与热情”二者的基本特征进行深度阐释，论证层次清晰、论证方法多样、论证

角度准确鲜明，行文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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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树的枝头鲜花盛开，绿叶葱翠，一阵风吹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清脆

悦耳，但古人造字时却叫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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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根埋在地下，朴实无华，寂静无声，但古人造字时却叫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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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题】

材料由对比鲜明的两段内容组成。一是树枝和树根特点的对比，树枝美丽、

喧嚣，树根朴实、沉稳。二是古人对树枝和树根的不同态度对比，称树枝为

“末”，称树根为“本”，寄寓了古人对树枝、树根的褒贬之情。理清了两则材料

的内涵，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立意。

从树枝与树根的关系切入。二者既是统一的关系，树根长年累月默默输送养

分，带来了树枝的繁华热闹，由此，可以隐喻“厚积‘勃’发”、“台前幕后”；

二者也可以是对立关系，树根朴实，树枝招摇，究其原因是树根成熟稳重，树枝

喧嚣浮动。由此，可以隐喻人生应该沉稳踏实，固本强基。

从古人对树枝、树根的不同态度切入。古人称树枝为“末”，称树根为

“本”，可以看出古人贬树枝，赞树根，究其本质，则是启示我们为人要踏实稳

重。而当今社会，许多人却是“本末倒置”，尤其是现在的部分年轻人，一味追

求光鲜亮丽的人生，忽视踏实勤奋的工作。由此，可以针砭时弊，探究其背后的

根源。

行文过程中，可以综合采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

如可以列举国家非遗传人数十年潜心躬耕，终成大器，也可结合当今社会现象，

指出舍本逐末的危害，亦可将二者综合运用，形成正反对比论证，使文章论证得

更为严密。

【立意】

1.固“本”强“末”。

2.厚积才能“勃”发。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7

4.沉稳人生，拒绝浮华。

5.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6.养得深根，终成枝繁叶茂。

【优秀作文】

养得深根，终成枝繁叶茂

树根深埋地下，寂静无华，却称之为“本”；树枝葱茏繁盛，花香弥漫，却

称之为“末”。人生亦是如此，正如《论语》所记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人行于世，理应固本强基，砥砺深耕，壮大自己的根系，方能有源源不断的给养，

使人生之花始终摇曳于岁月的枝头。

林逋于《省心录》中有言：“木有所养，则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

成长之路如木之生长，非一日之功，唯有脚踏实地，静心沉淀，方能有所成就。

养得深根，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一时的长短快

慢并不意味着什么，最终决定胜负的是看谁更有力量跑得最久、跑得最远。然而

纵观当下社会，许多人却是“本末倒置”。尤其是现在的部分年轻人，为了敲开

理想工作的大门，过度包装自己的简历，摇身变成无所不能的“全才”，却最终

在实践中暴露自己的“华而不实”，从而陷入信任危机，甚至面临辞退。所以我

们不妨在开始时就放慢脚步，扎根地下，踏实躬耕，沉淀自己，厚积“勃”发。

古往今来，脚踏实地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唯有拒绝浮华，耐得住寂寞，

一步一个脚印，方能踏出坚实的人生。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

伯礼院士幼年时便潜心研究中医药学，他翻遍中医古方，熟记每一味中药的药性

药理，在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领域砥砺深耕，于新冠疫情严重之际，采用纯中医中

药的方法治病救人，创造性实现“三个零”的成果，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

用百倍心血，开一剂良方，数十年的潜心钻研为他积蓄了蓬勃的力量，终在古稀

之年，获得了“共和国勋章”，彰显人生价值。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身为

新时代青年的我们也应远离喧嚣，扎根地下，涵养力量。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在这个风云变幻、快速发

展的时代，青年一辈当日积跬步，以致千里。东汉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终成“草书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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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女武亦姝，高中时诗词储备量便已惊人，最终斩获《中国诗词大会》

冠军；外卖小哥雷海利用工作之余，读书背诗，最终惊艳众人。他们无一不在启

示我们，青年立身于世，应当戒骄戒躁，沉淀自我。脚踏实地，则根本固，大事

可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身为新青年的我们，更应明白其中的真谛。我们

当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涵养根本，使民族复兴的大树

枝繁叶茂。

三、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自古以来”“著名专家表示”“书上说”“大多数人认为”……认识事物时，

我们的判断常常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何看法？请写一篇文章做课前演讲，表达你的思考和感悟。

要求：自选角度，自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套作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审题】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的材料作文题。

材料列举了影响人们判断的因素，如古人、权威、书本、大多数人的看法等，

以上列举的因素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自古以来”，代表古人之言、传统观点。“著名专家表示”，代表权威言论、

名家观点。“书上说”，代表书本、课堂、学校教育知识。“大多数人认为”，从众、

趋俗、随大流，认为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不少古人说、专家说、书本说、主

流观点，确实有合理之处，也不乏精华。每个人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又都是有限的，

难免会被他人看法或外部观点所影响。因而，保持谦卑心态，具有学习精神，适

当地借鉴古人、回归传统、尊重权威、推崇名家、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增强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当然是好的、对的、应该的。

但是，以上的这些不能取代个人的个性思考、自主判断、独立意识、执着精

神、创新思维。我们要学会敢于审视、拷问、质疑、否认、批判甚至颠覆，而不

能陷入为迷信古人、固守传统、盲从权威、唯书本论、随波逐流、从众趋俗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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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误区。避免独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当然也要合理肯定或辩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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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书本说”等，避免批判过头、矫枉过正。

考生在写作时，可选的材料很多，行文思路也相对灵活，可以选择名人事例

来论证质疑权威的可贵，可以谈质疑权威的意义和盲从权威的危害，也可以结合

自身生活经验谈如何面对权威等。也可以写不能随波逐流，盲从别人，要坚持自

我，有自己的主见。特别注意“课前演讲”的文体要求，符合演讲称的基本格式，

要有一定的现场交流感。

【立意】

1.拒绝盲从，坚守自我认知。

2.敢于质疑，方能进步。

3.要具有批判精神。

4.自将秋水洗，不为他言蔽。

【优秀作文】

独立思考，拒绝盲从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很荣幸借用这次课前演讲，和大家聊聊有关独立思考、拒绝盲从的

话题。

《人性的弱点》一书曾提到过“要想成为真正的人，必须先是个不盲从的

人”。是的，盲从的人必定是个没有智慧的人，真正的智者不会是一株墙头草，

而会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钉子，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坚持真理。而盲从必会像错

误的指向标，引导我们坠入错误的深渊。

丁肇中是着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他测电子的半径得到的实验结果与其他物理

学家所推导出的结论并不相符，他得出不同结果后反复思考，重做实验后证明之

前的科学家实验结果都错了。后来丁肇中得出了一个启示：做物理实验，不要盲

从专家的结论。丁肇中敢于坚持己见，反对专家的结论的行为是大胆的，又是令

人钦佩的，与盲目随从的人比较，便可看出盲从随大流的人是如何的愚昧了。

春秋时期的东施，是个丑女，她看到美女西施因心口痛捂着胸口、皱着眉头

的样子很美，便向西施学习，本来容貌就丑，又皱起了眉头，本来形体就含胸驼

背，又捂住了胸口，弄得更加丑陋不堪，令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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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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130350120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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