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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福建高三毕业班质检测试：“00后”的青年发展观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春节期间，几个回到乡村的青年在闲聊。这
些话语引人关注：
1.我喜欢上海，它有大都市气息。
2.我想把一家人接到城里生活，可老人家不
愿意离开老家。
3.老家很漂亮，我想回来创业，还能陪家人。
4.大城市压力大，节奏快，我不想去。
5.哥哥在国外，过年都没回来，父母一直念
叨。

新时代发展快，作为“00 后”，听到这些话，
有什么感触?请根据其中两三句话，写一篇
文章，表达人生愿景。不少于 800 字。

（本题来自 2018 年福建省高三毕业班质量
检查测试题，查看更多作文解析请关注“新
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命题方向】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人文底蕴：人文关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

【审题】

限制性
(1)写作过程必须阐述理由。比如，新时代的
青年为什么希望在新时代的大上海发展，因
为大上海在新时代具有在经济、文化、科技
等诸方面的活力，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创
新变革的样板，青年人置身在新时代的大上
海或北京、州、深圳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同样，选择写第三位青年的想法，也必须讲
清新时代农村的新政策给青年提供广阔天
地的诸多道理。至于选写家庭亲情的考生可
以集中笔墨写中国传统美德影响下的家庭
关系，孝道的作用与意义。总之，结合材料，
谈感想体会，把道理讲透是关键。以理服人，
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才能算是好文章。

(2)“请根据其中的两三句话”是提醒写作过
程必须注重关联性。阐述农村政策好，可让
青年大有作为的考生，一定要用点笔墨去阐
明留恋大城市的弊端，写在大城市或农村或
国外做出贡献和成绩的青年人必须饮水思
源，不忘亲情，孝敬父母，才能成为一个新
时代的青年。总之，抓住论述的重点，并自
然地联系到其他 2～3 位青年的想法，才是
与原材料的最佳契合。

开放性
作文材料体现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实际和
思想实际，青年认为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
发展前景，同学说家乡政策好，想回来投资。
这两位青年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就业价值
取向。青年说爹妈很想念在国外的哥哥，青
年说想把父母接到城市居往，这两位青年展
现的是家庭的亲情，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所以，如此切合新时代青年的思想
的材料，考生容易产生写作共鸣，容易激发
写作欲望，只要认真阅读材料，并加以分析
整合是不容易偏题或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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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笔墨写好家庭亲情和新时代价值取向
的关系，是这次写作最理性的判断，也是拿
高分的最佳思路。不管你去哪个地方(城市
或农村)发展创业，不管你是成功或暂时的
失败，你都需要记住生你养你的家乡，父母。
这是新时代新青年的本色和正能量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

【解题】

1.海阔凭鱼跃，大环境有大作为；
2.时代指引我们去远方；
3.乡村魅力吸引青年去创业；
4.饮水思源，不忘自己的根；
5.孝道的时代意义是陪伴与倾听；
6.事业和亲情可以兼得。

【范文 1】

把握新时代，绽放在更大的舞台

曹文轩曾说，人类对“家乡”总是有着
某种猜忌与敌意。我们留恋家的纯粹与美
好，却无时无刻不想象着逃离。大时代下，
无数像我一样即将步入“历史的三峡”般的
飞速变革着的社会的年轻人，将面临着去大
城市抑或耕耘于故乡一隅的抉择。

而我以为，唯有在大城市发展人生，方
能把握时代脉搏，去向更高远的天空和绚烂
的舞台。

诚然，无人不说家乡好，“西风尽，季
鹰归未？”张季鹰的莼鲈之思早已横亘绵长
的历史岁月，幻化为中国的民族气质，上升
为一种集体记忆或赫拉利所言的“共同想
象”。老家没有大城市的快节奏，没有功利、
绩效的癫狂，没有是非诱惑的云诡波谲。更
何况老家能够陪伴家人，这对作为独生子女
的我们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论证观点
时先对回故乡发展做让步论证，肯定了故乡
发展的表面可行之处。）

然而，正如尼采所言：“每一个不曾起
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人生的价
值在于“绽放”与“起舞”，故乡是否能为
我们提供更好的平台呢？

答案很多时候是否定的。对大多数人而
言，故乡缺乏大都会的国际视野与城市气
息，无意为发展中的年轻人们提供更昂贵的
社会资源与机会。中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变化之中，你需要知道
你有什么，这个时代需要什么。王充所言：
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
观蛟龙。泱泱中华，其道大光，潜龙腾渊，
鳞爪飞扬。要能窥见时代的蛟龙，必须要有
广博而发展的视野。

不仅如此，选择在大城市里发展，还是
为了更好地为国家与社会献力。“白日不到
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在大城市中，不论你是犹如牡丹的雍容绚
烂，抑或如苔花一般卑微渺小，你总能觅见
自己的一方田地，为时代的前进助力。共享
单车在大城市实现了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
公里”的需要，如今的外卖也正是扣住了城
市之中快节奏生活的契机。它们的出现又无
一不让这个时代有了微小却又不可忽略的
进步。易卜生则教导后辈：“社会是一艘船，
每个人都要做好掌舵的准备。”在大城市中，
我们才能紧握巨轮的舵柄，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作出贡献。

当然，我并非想说那些偏居一隅踏实耕
耘的人们，就无法为时代的发展与前进做贡
献；也并不是说，投身于大都市之中，“莼
鲈之思”便只是南柯一梦。是啊，“世间安
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投奔大城市
的怀抱可能意味着与青山绿水、亲朋好友暂
时分离，但“他日若遂凌云志”，也是对故
乡的哺育恩情的最好回报。

把握新时代，绽放在更大的舞台。让我
们携起手来，在更大的城市，铸就更养眼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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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点评】

文章的思路清晰：在引出青年人即将踏入社
会选择奋斗方向后，结合众多说法提出自己
的观点——在大城市发展人生，方能把握时
代脉搏，去向更高远的天空和更绚烂的舞
台。接下来自然就是展开论证了。先肯定了
故乡发展的表面可行之处，接着从“城市可
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在大
城市里发展，还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与社会
献力”两方面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之处。最
后，补充说明到农村或到城市发展应根据个
人实际情况来选择。全文逻辑清晰说理充
分，较好地表达在选择城市还是故乡发展上
的未来人生愿景。另外在引述名人言论和典
故方面也表现不错。

【范文 2】

远方不远，乡愁不断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人不是
只有一个圆心的圆，而是有两个焦点的椭
圆，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作
为“00 后”的一员，站在新时代的路口，远
方的城市与生活是我们追求的事物，而乡愁
则是我们思想的脊梁。

远方不远，乡愁不断。在追求远方和留
住乡愁之间，应当有一个平衡点，兼顾二者
方能走得更远。

许多人喜欢大城市的国际视野和现代
都市气息，选择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生
活。大城市常常与“远方”和“梦想”一类
的词联系在一起，既因为那里有大量市场与
机遇，也因为人们对更为现代的、充满科技
感的生活满怀向往。然而，尽管大众传媒给
城市生活以鲜活的“包装”，但是城市生活
的压力不容小觑，离乡背井的追梦者们常常
感到孤独和格格不入，既因竞争压力身心俱
疲，又不肯放弃现有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需要乡愁的原因。席琳•迪
翁曾说：“生活就像一把梯子，人们以为我
在向上爬，但其实我在一步步向下走，走回
我的根。”乡愁使我们的根扎得更深，汲取
乡音乡情、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在忙碌的
城市生活中长成一棵树，因为有所牵挂所以
更加坚强。乡愁的含义是多元的，它不仅使
你负担责任，也使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和最
质朴的人情温暖，从而在追逐远方时不会迷
失方向，也不会因过度的拼搏失去生命的质
量——不论成败，总有人等你回家。

事实上，远方没有那么远，故乡与大城
市的生活中未必有很大的隔阂。如今，随着
时代发展与城市化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已
逐渐被打破，乡村振兴的大量机遇形成了一
股“拉力”，让年轻人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
在诸多政策支持下，人们突然发现，远方的
梦想何必远行千里才能实现？将才能投入
于家乡的建设，未尝不是一种兼顾梦想和家
人的良策。

作为“00 后”，我们用开阔的视野寻找
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也许我们向往城市的
繁华生机，但我愿点一盏牵挂的心灯，让乡
愁滋养我的精神力量，远方再远，也不会远
离心中的家。

折一只纸船，漂过漫长的追梦之途，寄
一封家书，将乡愁久久珍藏。

【名师点评】

首先在审题上，“新时代、00 后、城市、乡
愁、梦想”等要素自然糅合呈现，做到了紧
扣材料确定立意。其次在立论上，找到了“远
方”与“乡愁”的结合点，并发现了二者的
共通处，眼光敏锐有过人之处。再有就是文
章材料丰富，衔接自然，语言规范且有文采，
题目、开头、结尾都有亮点，就像夜幕上的
星星一样点亮读者的眼睛。

【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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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年轻一代对大都市的向往与老一辈人
对家乡的依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
连接城乡的无形纽带。然而，这样的纽带却
在时代发展之中趋向脆弱与不平衡。作为 00
后，我觉得将守护好城乡纽带写入人生愿景
是极为必要的。

纽带的愈发脆弱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
一方面，它连接着城市。在城市不断外延扩
张的今天，城市也为自己贴上诸如“先进”
“时尚”“流行”等标签，吸引着一批批人
——尤其是年轻人——的驻足与扎根。城市
化的必然趋势，与庞大人口带来的劳动力红
利，将这一端的纽带系得愈发牢固。我们不
能抵制它，也不能否认它的作用，但我们别
忘了，另一端，纽带的另一端还系着乡土。

人口涌进城市必然带来乡村的劳动力
流失，也动摇了这一端的纽带强度。可正如
“爸妈不愿离开故乡”这样的话，乡土承载
了从前数代人的心理依赖。再者，从小农经
济时代蹒跚而来的中国社会，必然为乡村的
土地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财富与历史积
淀。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所谓的“城
市人”，一定是扎根在乡土的。我们的祖辈
都是从乡土而来，乡土藏着我们的根。所以，
乡土这一端的纽带，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象征着精神的乡土纽带，却在象
征着物质的城市纽带前屡屡“败阵”，让我
不得不担忧：唯物质主义正在毁掉乡土。当
然，追求物质是无可非议，但若是把物质当
成第一要义，政府为了政绩不断扩建，企业
为了利益铲平乡村，居民为了利益出走乡
土……这个社会长此以往，虽然富有了，但
也不过是精致的空壳罢了。所以，守护好城
乡纽带，在当下的要义，已成为了守护乡愁，
守护乡土。

这样的乡土，并非指的仅是“依依墟里
烟”的乡村，而是在不断发展之中每个人内
心坚守的本真，也就是我们的根。费孝通先
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实，每
一种社会都是乡土性的，都离不开最初的精
神扎根之地。守护好乡愁，不仅仅是为我们
上一代人留下寄托，更是在留存这个社会的
气质。

而作为 00 后，要拥有守护乡愁的担当
与勇气。如梁启超式的“少年中国”，鲁迅
式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
的地方去”，李贺式的“少年心事当拿云”。
我们不应把乡愁看成是上一代人的责任，而
应把握住此般难得的年轻，为我们的社会留
住根，守好根。

“文化是人为的，更是人的”，乡愁在
过去千百年风霜中，经由一代代劳动者创造
出来，如今，它必能为“乡土性”的中国社
会增添几分华夏气息的精神气质，为我们指
引归去的方向。

【名师点评】

文章围绕材料的核心任务，开篇即开宗明义
的点明自己的人生愿景在于“守护好城乡纽
带”。这一的新时代出现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而 00 后的年轻人又更愿意在大城市扎根的
现状。文章的立论针对这样的时代问题，对
象意识清晰。在议论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先
分析了城市化的必然，接着分析了乡土的重
要意义，继而又进一步分析了守护好城乡纽
带守护好乡土本真的重要意义。最后作者简
要谈了如何去守护好乡愁，解决问题。文章
的推进逻辑合理清晰。同时在行文上，文章
的论据材料丰富，原因性分析能够具体，形
象，多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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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文末留言评论，我们有特约名师为你解答专业问题哟，把你不会的作文题、写作文时遇
到的困惑、还有对本篇推文想说的话统统抛过来吧~

新课标大语文组 董云飞

中学高级教师

河北省骨干教师

（2002 年河北师大硕士研究生。从教 24 年带

过 12届毕业班。工作踏实，求实进取，多次参

加过中考和高考阅卷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经验。主持省、市级课题研究并且形成了独特

的“高效互动式”写作教学模式。在多家报刊

发表过文章，公开出版过若干专业书籍。做过

3年录屏微课，2年网络公开课，20年 1V1 辅

导，学生成绩进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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