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

2024 上海高考语文二模写作话题解析与参考范文

1．（2024·上海静安·二模）写作。

减少愤怒发生的机会并控制愤怒情绪，比充分表达愤怒更好吗？

请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2．（2024·上海金山·二模）根据要求写作。

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是否意味着越容易作出判断？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3．（2024·上海青浦·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人们愿意积极主动地接受挑战，只是因为能从中获得乐趣吗？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题目自拟；（2）不少于 800 字。

4．（2024·上海松江·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说，在前行的路上，地图的作用优于指南针。

对此你是否认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5．（2024·上海宝山·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当我们遭受重大人生挫折时，重要的是认清客观现实，还是安抚自己的心理？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6．（2024·上海崇明·二模）根据要求写作。

不断怀疑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才能够成长为更新的自己。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此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7．（2024·上海黄浦·二模）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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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个新名词，有时能帮助破解难题；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难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8．（2024·上海普陀·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生活中，我们不断产生记忆，不断运用记忆，甚至不断有意无意地改造记忆。那么，记忆对我们而言

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9．（2024·上海浦东新·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找寻新的天地，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对此，你怎么看？请写一篇文

章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10．（2024·上海长宁·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一个青年做一些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是其生命成长中必须经历的吗？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11．（2024·上海闵行·二模）阅读材料，完成作文。

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温故”和“知新”可以是什么关系呢？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思考。题目自拟，不少于 800 字。

12．（2024·上海嘉定·二模）根据要求写作。

原汁原味是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吗？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题目自拟；（2）不少于 800 字。

13．（2024·上海徐汇·二模）完成作文。

获益大于代价，是衡量一件事值得做的标准吗？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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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4·上海虹口·二模）作文。

有人说，人情世故是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本。有人则不以为然。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15．（2024·上海杨浦·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说，只有怀着一颗空白之心，才能够获得想象的灵魂。

对此，你是否认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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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上海静安·二模）写作。

减少愤怒发生的机会并控制愤怒情绪，比充分表达愤怒更好吗？

请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答案】待补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思辨性材料作文题。

本次作文话题探讨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表达之间的权衡。对此，首先要明确材料中“减少愤怒发生的机

会并控制愤怒情绪”与“充分表达愤怒”这两个概念。减少愤怒发生的机会：强调预防的重要性，那么如何

减少——可以通过提升个人修养、增强情绪觉察能力等方式来实现。控制愤怒情绪：在面对愤怒的情绪时，

能够冷静思考，不轻易被情绪左右，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平复情绪（如深呼吸、转移、冷静等方法）。充

分表达愤怒：并非指无节制的发泄，而是指在适当的时候，以比较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目

的是帮助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前者强调预防和调控，后者强调直接表达。而试卷材料以“……比……更

好吗”的问句问出，也就是要求考生分析前后两者的利弊。对于前者，减少愤怒发生的机会并控制愤怒情

绪，有利之处是有助于维护人际关系，避免冲突升级，提升自我修养，展现成熟稳重的一面；但弊端是会

压抑真实感受，导致情绪积累，过度控制可能导致情绪爆发时更为剧烈。对于后者，充分表达愤怒，有助

于人们释放情绪，减轻心理压力，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情绪，促进问题的解决；但也可能会伤害他人感情，

破坏人际关系，表达方式不当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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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综合两者的利弊来看，似乎愤怒是一种情绪的刺激，虽然有时候充分表达愤怒会让人在直觉上得到回馈，

获得一种很“爽”的感觉。但是这种爽的本质，是一种强刺激低成就的情绪刺激，这样一种刺激本身并不会

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成就。同时，因为愤怒本身所具有的攻击性，还会带来一系列务实方面的危害。所以我

们能够减少并且控制愤怒情绪，看上去能够比充分表达愤怒带来更好的事实结果。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单

一地认为减少并且克制愤怒是好的，其实本质来说是一种非理性。因为大部分时候，一个人如果通过克制

的方式来减少自己的愤怒，从本质来说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同时，被压抑的愤怒本身会带来更多的破坏

性——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没有对于愤怒这样的情绪进行直接表现，并不代表我们的愤怒会消失，也不代表

人和人之间能够达到真正的团结与和谐。所以一味的被压抑的愤怒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破坏性。愤怒本身

对于客观世界来说会有更多的溢出价值。这个价值的本质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取向，我们称之为叫做利他惩罚。也就是说，表达出愤怒会对于我们产生长远的，实质的赋能。当我们更

好地运用愤怒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能够提高非道德行动的成本和代价，从而让这个世界更少的人去做那

种不好的行动。简单来说就是充分地表达愤怒，才能让我们从源头上减少愤怒。

由此，可以展开辩证思考：并非所有情境下都需要减少愤怒，也不能毫无约束的充分表达愤怒，应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应对。例如，在面对严重不公或需要捍卫自身权益时，适度表达愤怒是必要的，可捍卫自己的

权益；同时也应注重表达方式的恰当性，避免无底线，以致伤害他人。因为愤怒，作为人类情感世界中的

一股强大力量，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潜藏着破坏性的风险。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愤怒情绪的出

现往往伴随着冲突和矛盾的升级。减少愤怒发生的机会以及学会控制愤怒情绪，有度的表达愤怒， 对于

个人成长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更应该思考一下，有无办法化解愤怒，以和为贵？在日常生活中，

减少愤怒的发生和控制情绪更为可取。所以我们也应培养情绪管理能力，缓解愤怒情绪，尽可能减少其发

生的机会。

因此，写作时首先可结合自己生活中的相关经验，深入剖析减少愤怒与控制愤怒、充分表达愤怒之间的辩

证关系，展示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还要注意理清我们更为认可的控制或表达情绪的方式是什么。比

如，对于控制情绪，应当明确不能是虚与委蛇、委曲求全，而应是与人为善、尊重包容；对于释放情绪，

应当指出并不代表一味地发泄、追求刺激，而是表明态度，尝试直接解决问题，减少进一步破坏。然后，

提出解决方案，如将传统文化中的情绪管理理念与现代心理学方法相结合，形成情绪管理策略；并在这一

过程中进一步联系现实，结合具体事例，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如何权衡情绪管理与情绪表达，使文章更具说

服力。

立意：

1.充分表达愤怒，是为了赢得边界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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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人为善，才能进一步求得合作可能。

3.学会策略性地控制与表达情绪更为重要。

2．（2024·上海金山·二模）根据要求写作。

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是否意味着越容易作出判断？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知识的广度与判断力的深度：对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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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本身能够改变

世界，更在于它能够塑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能力。然而，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是否就意味着他越容

易作出判断呢？这个问题并非一目了然，它涉及到知识的广度与判断力的深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知识的积累对于提升个人的判断力是基础。一个人的知识面越广，接触到的

信息和观点越多，他在面对问题时就越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多元化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

理解问题，避免因为信息的片面性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然而，知识的广度并不是提升判断力的唯一因素。判断力的深度，也就是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能

力，同样重要。一个人可能知道很多事实和信息，但如果不能正确地解读这些信息，或者不能将它们与实

际情况相结合，那么这些知识就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在积累知识的同时，还要培养批判

性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信息中辨别真伪，做出合理的决策。

此外，知识的更新速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今天的知识可能明天就会过

时。因此，一个人如果只是停留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不去更新和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么他的判断力

也会受到限制。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

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知识的质量和来源。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变得异常容易，但这也带来了

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很容易被错误的知识所误导，从而做

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在接受知识时，我们需要有选择性地吸收，注重信息的来源和可靠性。

最后，知识的广度和判断力的深度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个知识面广且理解深

入的人，在面对问题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因为他能够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而

一个判断力强的人，也会更加注重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因为他知道这是提升自己决策能力的基础。

综上所述，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并不意味着他越容易作出判断。知识的广度为判断力提供了基础，但

判断力的深度才是关键。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培

养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明智的决策。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用“越……越……”的关联词，承接起来本题关键的两个要素：“知道越多”和“越容易作出判断”。题目

要求考生围绕“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是否意味着越容易作出判断？”这一主题进行思考和写作，旨在探讨知

识和信息对于决策的影响，以及知识的多寡与判断之间的关系。“知道越多”的内容，可以是知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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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验，还可以引申到知道事情的本质、事情的发展、事情的结果。“越容易作出判断”，意味着没有难度，

轻易，速度快，果断。所以，“知道越多”和“越容易作出判断”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知道得多，可能为作

出判断提供了更多的方法、角度，但同时，也有可能需要判断到底选择哪个更为合适。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7

写作时要立足知识与判断的关系，明确知识的多寡对判断的影响。首先引入话题，简要介绍知识和判断之

间的关联，提出问题：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是否意味着越容易作出判断？然后分析知识的多寡对判断的积

极影响，如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全面的视角、更准确的预测等。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或身边的事例进行论

述。然后分析知识的多寡对判断的消极影响，如信息过载导致的困惑、专业知识的局限性、过于自信导致

的错误判断等。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或身边的事例进行论述。接着从平衡的角度看待知识和判断的关系，

强调在具体问题中需要具体分析，既要充分利用知识，又要避免盲目自信和信息过载。最后可以表达自己

对知识和判断关系的认识和信念，强调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善于运用知识，提高判断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立意：

1.知识的多寡对判断的影响。

2.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3．（2024·上海青浦·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人们愿意积极主动地接受挑战，只是因为能从中获得乐趣吗？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题目自拟；（2）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主动挑战，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根据飞行原理，飞机需要逆风起飞，这样可以使飞机有足够升力，飞得更稳定。同样，我们在追求梦

想的过程中，也常会遭遇各种挑战。面对挑战，我们也应该像飞机起飞一样主动接受挑战。因为主动接受

挑战，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主动接受挑战，可以让我们获得人生的乐趣，会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积极的力量。学习中，我们不断挑

战一个个难题，让我们收获着成功的乐趣。生活中，我们不断挑战一个个新目标，让我们感受到成长的乐

趣。但人的挑战又怎能停留在“乐趣”之上，人的成长又怎能止步于“乐趣”之中？

主动接受挑战，可以给我们更大的动力，使我们产生更强的决心和毅力。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

“一切重压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地活着，最不能承受的，恰恰是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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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挑战人类极限的 4A 跳，羽生结弦反复练习，不断尝试，最终成就了赛场上“容颜如玉，身姿如

松，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美誉，更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坚定执着的自己。同是运动员的苏炳添，也在不

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给生命注入动力，从 9 秒 987、9 秒 92、9 秒 91 到奥运赛场上的 9.83，挑战了

年龄，超越了伤病，也挑战体能的局限。

主动接受挑战，还可以为人生打开另一种可能。百舸争流，奋楫者先。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张连钢带

领团队攻坚克难，主动接受挑战，从一名维修技术人员成长为公认的港口技术领域专家，从智慧码头的“门

外人”成为了智慧码头的“推门人”，建成当今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作业效率最快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打开了人生新的可能。江梦南面对无声的世界，主动接受挑战，凭借着顽强的毅力，通过读唇语学会

了“听”和“说”。她不仅没有像其他聋哑人一样一辈子“默默无闻”，还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开

启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

主动接受挑战，还可以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毕淑敏曾说：“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王

德顺年轻时做过电车售票员，当过工人，后来成为沈阳一家话剧团的话剧演员。49 岁裸辞后“北漂”，开

始做影视剧演员。57 岁，开创“活雕塑”哑剧艺术。60 多岁时，开始做模特，登上 T 台走秀，还学英语，

学骑马，85 岁时学会了开飞机。他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解码新的人生角色，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

愿每个人勇敢追求卓越，不断挑战自我的人，都不只是体验到乐趣，更能体会挑战背后更多的人生滋

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是一句带有疑问语气的话。从表面来看，是出题人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回答。通过对这句话

的理解，我们可知，人们愿意积极主动接受各种挑战，并不只是因为能够从其中获得乐趣。主动接受挑战，

固然可以得到挑战的乐趣，但还可以有更多的获得，它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潜力，能够帮助我们不断

地突破自我，能够让我们学会面对失败，能够激发我们的进取心，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能

够帮助我们培养创新能力，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本次作文旨在引导学生思考积极主动接受挑战的魅力，挑战让我们获得乐趣，更让我们不断成长，获得满

足感，提升技能，锤炼意志，增强自信，创造新的可能，突破自我极限，不断创造更加出色的成就，推动

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也能够主动接受挑战，让自己向更高、更好迈进，从而成就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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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生。当然，挑战不能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挑战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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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引用王安石的话：“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

不能至也！”引出观点，我们应勇于挑战，至于险远之地，照亮精彩人生。主体部分重点论述挑战可以让

人生有怎样的收获，可以先写主动挑战的确有很大的乐趣；然后进一步写主动挑战可以拓宽人生广度，可

以帮助我们探寻自我的边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真谛，可以激励我们走出舒适区激发更强大的自己。

在论证部分，可以运用丰富的论据来支持和证明论点，可以使用排比论证和对比论证，让文章观点更鲜明。

最后发出号召，努力挑战吧，前路有更强大的自己，亦有更精彩的人生。

立意：

1.主动接受挑战，不止是因为乐趣。

2.积极挑战自我，成就美好人生。

3.接受挑战，不只为乐趣，更为成长。

4．（2024·上海松江·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说，在前行的路上，地图的作用优于指南针。

对此你是否认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指南针与地图：前行路上的智慧选择

有人认为地图的作用优于指南针，因为它提供了详尽的路线和地理信息。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指南

针在指导方向上的不可替代性。

首先，地图象征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它如同一部详尽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具体

的指引。在古代，地图是探险家和商队不可或缺的伙伴。例如，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携带着精心绘制的

地图，不仅成功开辟了丝绸之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地理资料。地图的详尽和精确，使得人们能够按

照既定的路线前进，减少了迷路的风险，提高了旅途的效率。

然而，地图虽好，却有其局限性。它只能告诉我们已知的路线，对于未知的领域却无能为力。这时，

指南针就显得尤为重要。指南针代表着方向和原则，它不依赖于具体的地理知识，而是通过地球磁场来确

定方向。从更深层次来理解，指南针象征着道德准则和内在信念，它引导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正

确的方向。

正如孟子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人如果坚守正道，即使在未知的道路上，也能得到众人

的支持和帮助。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六国，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他始终坚守合纵连横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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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最终成功说服各国结盟。苏秦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中，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向，

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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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地图和指南针分别代表了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应用。知识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

但智慧才能让我们正确地应对世界。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点，强调了认识自己认知局限的重

要性。这与地图和指南针的关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地图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知的，而指南针则指引我们去

探索未知的。

 综上所述，地图和指南针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地图如同知识的宝库，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路

线和信息；而指南针则是智慧的象征，它指引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在前行的路上，

我们既需要地图的详尽指引，也需要指南针的智慧导航。

但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偶然和意外，指南针也会有失灵，地图或许会丢失，所以我们时刻警惕对于外

物的依赖性，工具应当使用，却也不能忘了自我的能动性。只有充分发挥自我的能动性，善用地图和指南

针，我们才能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虽然简单，只有一句话，但是充满隐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材料是在讨论地图和指南针对于前行来

说，哪一种作用更大。地图和指南针，是人们在探索未知旅途中用来指引方向和规划路径的工具。作为两

种传统的导航工具，各自承载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都很重要，又各有特点。材料探讨两者对于前行来说

哪一种作用最大，就必须看到两者的不同之处和各自的特点。

什么是地图？就是你掌握详细的地形信息从而找到达到目标的最佳路径。什么是指南针呢？指南针不能提

供详细的路径，但是它能通过地球磁场来确定方向，可以在前行中矫正错误的方向。此外，从更深的含义

上来讲，地图象征着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为我们提供了既定的路径，但不利于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探

索。指南针代表着方向和原则，象征着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和内在信念，它能引导我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

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但不能提供具体的做法。从这个层面来讲，地图和指南针各有利弊。

材料要求考生思考哪一种作用更大，考生既不能否定地图的作用，也不能否定指南针的作用，而是在两者

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不管是更加肯定地图的作用还是更倾向指南针的用途，还是觉得两者都不可或缺，

考生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此外，不管是地图还是指南针，都是前行路上的工具。考生也可以借此探讨“物”和“我”的关系。明确肯定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做法，同时也要秉持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的理念，正确把握“我”与“物”

的主客关系。

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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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图的作用优于指南针。

2.地图和指南针缺一不可。

3.指南针更为重要。

5．（2024·上海宝山·二模）根据要求作文。

当我们遭受重大人生挫折时，重要的是认清客观现实，还是安抚自己的心理？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客观理性析原因  温柔安抚向未来

保罗·史托兹曾说，“在这个处处充满变数的时代，逆境无处不在，只要你还在前进，就一定会经历起

落和失败。”既然挫折在所难免，我们便只需昂首前行，勇敢面对。面对挫折，我们既要能够直面现实，

保持客观冷静；也需要安抚心灵，温柔对待找到归属。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直面人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面对挫折的重击，如果选择逃避退缩，

会使自己在挫折的打击中与理想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正确地面对挫折，便需要我们正视现实，认清现实，

因为“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认清现实，要承认挫折的客观存在，正视自我长处与短处。面对“长征 2 号”的研发过程中旧有的焊接

方法不再适用新材料的难题，尽管遭遇重重挫折，高凤林反复分析新材料特点，认清材料本质，了解焊接

具体细节要求，不断尝试各种焊接方法，终于成功，保证了振动塔按时竣工。面对青蒿素提取失败的挫折，

屠呦呦大量查阅资料、反复实验以寻找其最佳的提取方法，理清知识系统，认清科学事实，最终让青蒿素

成为抗疟奇药，造福无数患者。“伟大的尝试，即使失败了，也是壮美的。”在面对挫折时客观理性地分析

现实，分析原因，可以让我们尽快调整方向，在挫折中找到生机，在山重水复中找到柳暗花明。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挫折之于

我们每个人是成长的必经之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除了正视客观现实，还需要我们学会安抚自己的内心，

为心灵寻一方安放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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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言：“此心安处是吾乡。”面对挫折的打击，唯有守心自安，方能处变不惊。叶嘉莹面对人生的

无数挫折，少年丧母，中年丧女，忧患不断，苦难重重。她在遭遇挫折时用诗词安放自己的心灵，寻得一

方安静之地，终绽放出熠熠生辉的人生。张桂梅面对要创办女子高中时的不被理解，没有资金等挫折，她

守好自己的内心，坚信自己的选择，最终建成华坪女高，帮助两千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舞台。

面对重大的人生挫折，我们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也需要安抚自己的心灵。客观理性析原因，温柔安

抚向未来，既认清“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困境，又锤炼“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心灵，在挫折中认清现实，也在

挫折中抚平心理，让人生之路在挫折中行稳致远。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先提出一个生活情境——当我们在生活或者学习、工作中遭遇重大挫折。然后提出两种不同的解决方

法，是认清现实，还是安抚心理。要求考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出合理的选择。

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时，要能够面对并接受现实，理解挫折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是终点。要保持客观冷静，

直面现实，认清事实，并能进行理性分析，寻求积极的应对方式，才能走出阴影，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只

有通过冷静地分析问题，理性地评估自己的处境，我们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这不仅涉及到对外

部环境的观察，也包括对自身能力的客观评估。

同时，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时，也要安抚自己的心理。面对挫折，情绪上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安抚好自己

的心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挫折，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帮助自己从失败的

打击中恢复过来，是重建自信、重拾希望的关键。保持乐观的心态，有助于减轻焦虑和压力，提高自我效

能感，增强自信心。学会接纳自我的优点和不足，肯定自己的价值，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并努力改进。只

有真正接纳自己，安抚心理，才能增强自信心，勇敢面对挫折。

本次作文旨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面对人生重大挫折，这既需要我们认清事实，也需要我们安抚心理。当我

们遭遇重大挫折时，要保持对客观事实的理性认知，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要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也要安抚好自己的心理，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心理调适，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

来的挑战。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当我们既能够理智地面对问题，又能够保持良好的情

绪状态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克服挫折，实现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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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在文章开头，要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面对挫折，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之道。在论证部分，

需要运用丰富的论据来支持和证明论点，论据要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可以先分析“认清客观现实是面对

挫折的第一步”，然后分析“认清现实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情感的力量”，再对上文进行总结，这两者并不是

相互排斥的，而是需要我们在面对挫折时找到恰当的平衡点。结论部分，需要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

升华，在面对挫折时既客观冷静，也安抚心灵，这不仅是一种应对策略，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让我们在

挫折中学会成长，在挑战中寻找机遇，用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

立意：

1.保持客观冷静，理性对待挫折。

2.安抚自己的心理，积极面对挫折。

3.在理性与情感中找到平衡，走出挫折阴影，成就更好人生。

6．（2024·上海崇明·二模）根据要求写作。

不断怀疑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才能够成长为更新的自己。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此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答案】例文：

“信”“疑”之辨   新“我”之赴

奔赴更新的自己的成长之路上，我们会不断地怀疑、改造、甚至推翻往昔深信的事物或观念，这固然

是不可避免的。而若将“疑”作为推动自我成长的机械方法论，则偏离了正确的航向。

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认知的丰富包含着渐进性，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前深信不疑的事物常常是非

真理性的。在客观上，社会提供的认知世界的工具与渠道处在不断地更新扩充之中，建立在局限的材料之

上的“深信”必然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面临成为谬误的可能，故而我们需要不断地利用当下可得的材料去

怀疑过往所“深信”之物。在主观上，经验的匮乏与思维的限制会使我们在特定时空下的认知呈现不成熟的

状态，故而，若用往昔之“深信”指导终生之行为，则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既然认知往往因受局限与制约而可能成为成长的阻碍，那么通过不断地质疑与叩问以更新认知，则不

失为向更新的自己进发的好方法。怀疑以往对于世界不同领域的观点，方能适应事物永恒变化，更深入、

准确地了解客观世界，有如千年变局之下“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从夜郎自大的迷梦中挣脱而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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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念，方能逃脱束缚，规避像“唯我论”一般的自囚自困，走向成熟，成长为更新、更

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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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3340100230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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