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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南宁市一模：“种田课”与劳育创新
本篇解析老师丨广西省南宁市东盟中学 覃春来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材料一：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的农场里，几
十名同学在农田里麻利地干起了农活，割水
稻，打谷子，锄地……大伙儿分工明确，忙
得热火朝天。这一片金灿灿的稻谷于今年 4
月栽种，经过几个月的生长，迎来了大丰收。
同学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种的，现在自己
来收割，感觉特别有意义。”自 2006 年起，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的“种田课”就已纳入必
修课程。
材料二：近日，白岩松在未来教育大会上做
了题为《德智体美劳，教育与更全面的人》
的演讲。他说，培养全面的人，就是要“德
智体美劳”并行，同时这个教育标准还要做
些适合新时代的“补充和改变”。比如，过
去的“劳”，强调的是劳动，同呼吸，共命
运，要学工学农；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
“劳”更多的是要用智力创造的“劳”，当
人工智能都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我们要拥
有新的劳动的概念，劳动能力要体现在智慧
方面。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综
合材料内容及含意，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好
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为 2019 年广西南宁市一模。

【命题方向】
实践创新：劳动意识、问题解决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自我管理

【审题】
限制性：

1.内容限制。本道作文题中的两则新闻材料

都涉及“劳动教育”，但各有侧重。

材料一凸显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川大

“种田课”不仅仅是传授劳动知识和劳动技

能，培养动手能力、劳动习惯等，也是对学

生劳动意识的引导，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思

想道德品质，促进其知识、技能、情感态度

的全面发展。

材料二强调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创新内涵。

在人工智能的教育背景下，“劳”更多的是

要用智力创造的“劳”，劳动能力要体现在

智慧方面。这样的劳动要能响应党的十九大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的方针，要能反映党的教育理论的重大创新，

并要赋予教育现代化新的使命和任务。

以上材料”是考生联想和思考的基点，脱离

材料即为跑题。

2.价值判断限制。材料中隐含了命题人明显

的感情倾向，材料一中的“感觉特别有意义”

“纳入必修课程”，暗含“劳动教育”的必

要性，抨击学校做法不妥的立意视为偏题。

材料二中“劳”更多的是智力之“劳”，只

是对“德智体美劳”这个教育标准所做的适

合新时代的“补充和改变”，并没有否定“学

工学农”的意义，考生在立意时要充分考虑

这一点。

3.思维限制。材料中隐含了“劳动教育”的

两个内涵，材料一偏重于“体力”方面，材

料二偏重于“脑力”方面，考生立意时必须

综合两则材料的内容及含义，偏离此要求则

被视为偏题、跑题。

开放性：

1.思维展开的视角是多元的。“触发了你怎

样的联想和思考”，要抓住“联想”和“思

考”两个方面，既可以作纵向的思考，深入

挖掘“劳动教育”的深刻内涵；也可以横向

联想，广泛思考“劳动教育”的普世价值，

也可以综合分析“劳动教育”的时代要求或

创新方式。

2.立意角度是开放的。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

可以基于以下认识来写作：劳动教育是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引导学生热爱劳动、

热爱创造，养成自觉劳动的习惯，共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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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

挑战，要改革创新劳动教育模式；也可以思

考新时期如何开展劳动教育，才能培育出未

来新型的劳动者。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说，

也可以站在学校、社会的角度说。

3.文体是自由的。考生可以写议论文，直接

发表对材料的看法并深入分析。也可以写记

叙文，如可以写自己的劳动经历和劳动感悟；

还可以写演讲稿或倡议书，号召大家热爱劳

动、崇尚劳动；甚至可以写书信，如给学校

或相关部门就劳动教育问题建言献策。

【解题】
本题为互补型多材料作文，主要考查考生的

劳动价值观和创新思考能力。材料提供了一

个具体的案例和媒体人对创新劳动教育的思

考。考生必须综合两则材料进行分析、比较、

综合，从而在把握材料整体性的基础上提炼

出恰当的观点。

【参考立意】
正确立意：

1.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

2.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

3.让崇尚劳动蔚然成风。

4.做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

5.劳动教育也要改革创新。

6.劳动实现梦想，创新开辟未来。

7.以“劳”为马，不负韶华。

……
错误立意：

1.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创新需要人才。

3.人工智能的利与弊。

4.青少年要全面发展。

5.业精于勤荒于嬉。

6.青年是国家的根本。

7.要劳逸结合。

……
【范文展示一】

劳动的三重智慧
南宁市东盟中学

高三 2 班 杨富雅

张载曾言：“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诚哉斯言，世上没有不经沉潜即可获得的成

就，没有不去劳动即可获得的丰收，没有不

去追求即可获得的超越。于其身如此，于其

智亦如此。

劳动之基，在于体魄。

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强健的

体魄是劳动的物质基础。12 年来，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把“种田课”纳入必修课程，其意

义绝不会只是为了让学生体验收获庄稼的喜

悦。锻造健康体魄，磨砺顽强意志，陶冶高

尚情操，恐怕都应该是校方的良苦用心。“为

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就是清华大学的口号，

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早已成为清华的铁

律。相比而言，两所学校殊途同归，都希望

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其目

的都是要夯实他们为祖国服务的生命之基。

毕淑敏说过：“苦难不是人生的真相，苦难

是化了装的祝福。”把“劳其筋骨”的“种

田课”纳入人生的必修课，达到“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的目的，确实有利于学子在

劳动的艰难中化茧成蝶，脱胎换骨。

劳动之向，在于启智。

劳动不仅仅是衣食之源，更是启智之法。

“佛法非同异，千灯共一光。”人类的智慧

都是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唐代

布袋和尚在《插秧偈》说道：“手把青秧插

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深邃的人生领悟，往往

就潜藏在细微的劳作当中。“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只有在长

期而艰苦的耕耘中，劳动者才会品尝到智慧

之果的甘甜；只有把获取智慧作为劳动的坐

标，劳动者才会消解掉伤筋动骨的劳作之苦，

甘之若饴。

劳动之责，在于理想。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却能锲

而不舍，慎始善终。究其原因，无不是心怀

至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代

先儒永恒的政治文化理想，亦是华夏儿女不

变的精神家园。“人民的樵夫”廖俊波，把

群众当亲人，为群众解难事，干的是“背石

头上山”的重活累活，人也不堪其忧，他却

不改其乐，为什么呢？心怀“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理想，方能挑起“扶贫攻坚”的千钧

重担，更是挑起了“为生民立命”的人生境

界！

《资治通鉴》有云：“天地之功不可仓

卒，艰难之业当累日月。”当我们真正理解

白岩松所说的“劳动要体现在智慧方面”，

也就孜孜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了。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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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文最大的特点是巧用课本素材。对于

理科生而言，在课外阅读量处于劣势的情况

下，把课本的经典篇目尤其是《高考必背 64

篇古诗文》吃深吃透，围绕“立德树人”的

一点四面（即“文化积淀”“创新思维”“核

心价值”和“道德法律”）充分挖掘其利用

价值，也不失为作文素材储备的一条捷径。

【范文展示二】
驾劳动之车 辟发展之路

南宁市东盟中学

高三 2班 雷悦

《资治通鉴》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的警句，强调良好行为和高尚情操的形成，

关键在于“作之不止”。这里所谓的“作”

是指劳动和实践。即便是步入智能时代的今

天，我们仍然需要躬行不息，作之不止，驾

上劳动之车，方能开辟发展之路。

劳动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自 2006 年起，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将“种

田课”纳入必修课程。有人不禁要问：读书

为啥还要种地？这恐怕是“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的短视，只看到了“种地”的简单形

式，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深刻意义。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归根结底，“全

面发展”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识的

全面发展，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

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尊重劳动、

参与劳动并热爱劳动是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惟其如此，

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才会“不驰于空想，不骛

于虚声”，脚踏实地，驰向光明！

劳动是时代飞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劳动创造了辉煌历史：巍然矗立的万里

长城，无与伦比的千年古都，蜚声中外的“四

大发明”，畅通繁荣的“丝绸之路”……哪

一个不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见证，哪一个

不是古代劳动人民汗水的结晶！劳动推动着

时代进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发出隆隆

的响声，循声望去，你所看到的一幅幅壮丽

的时代画卷，无不是当代人民用辛勤劳动的

双手推动时代前进的伟岸身影。“天眼 FAST”

放眼太空，“嫦娥三号”探秘月背，“北斗

导航”覆盖全球，“蛟龙潜艇”遨游深海，

5G 发展突飞猛进……哪一件大国重器不是自

强自立的劳动硕果，哪一项大国工程不是劳

力劳心的辉煌见证！时至今日，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渐已深入人心，在迈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无数个南仁东、袁隆

平和屠呦呦式的劳动者汇聚而成的时代先锋

队伍，正焕发出惊天动地的磅礴力量，推动

着这个伟大的时代，披荆斩棘，高歌猛进！

社会发展赋予劳动新的时代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君子劳心，小人劳

力”的阶层观念早已经不合时宜。在科技进

步的背景下，简单繁重的“劳力”将逐渐被

机械取代，而彰显创新的“劳心”才能适应

未来，我们必须要更新劳动观念。正如白岩

松所说：“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劳’

更多是要用智力创造的‘劳’。”所以，我

们要树立创造性劳动的理念，努力学习，完

善自我，才能无愧于“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这一光荣称号。

康德说过：“要迎着朝阳实干，不要面

对着晚霞幻想。”习近平同志也说过：“空

谈误国，实干兴邦。”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

任何一个民族的兴盛、任何一个时代的飞跃，

都是由人民踏踏实实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让

我们开动新时代的列车，一路播撒智慧，浇

灌汗水，在劳动之花的芬芳中，驰向一个更

加美好的春天！

【点评】
作为考场作文，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首先，

立意准确，思路清晰。全文从三个方面论证

劳动与教育目标、劳动与时代进步和劳动的

创新内涵的辩证关系，既扣住了两则材料，

又有所生发升华，对材料的处理较为老练。

其次，句式多变，语言优美。设问句、排比

句、感叹句穿插使用，句式灵活，语言灵动；

第三，材料丰赡，名句频出。此外，考生有

意识地构建句子的画面感，体现出较强的语

言素养和较深的文化积淀。

【范文展示三】
驾劳动之车 辟发展之路

南宁市一考生

“哟呵，阿泽你家这台‘谷王’又出动

了啊，啥时候才来我家田里帮我‘修理修理’

啊？”“唉呀，收完这几亩就过去了嘛，你

急个啥子嘛！”阿泽开着收割机“谷王”纵

横在这稻浪中，一边回答着乡亲们的话，一

边回想自己小时候的光景。

那时的阿泽可真算是个毛头小子，春耕

秋收时节随着爸妈一齐下田，表面干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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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不知捉了多少油蚂蚱、小田蛙、土狗

崽……赤脚在田中奔走，泥点溅到脸上还浑

然不知。直到老爸呵斥一声“干活！”才急

忙拿上镰刀干活。插秧好玩，收稻也好玩。

插秧时，那一根根稻苗，听它入水时的那一

声声脆响，看它荡起的一圈圈涟漪，你仿佛

闻到了稻花的清香。割稻时挥舞着一把镰刀，

仿佛横刀立马的古代将军，冲锋陷阵，眼看

着一片片的稻谷应声倒下。待到战场肃清，

自是我军大获全胜。等到晚上躺在晒谷坪上，

看着星星闪烁，旁边的稻香钻入鼻中……呵，

多好闻的阳光！等阿泽在老师口中听到那一

句劳动最光荣时，他顿时觉得自己不一般了，

简直像老爸故事中讲的“常山赵子龙”，“七

进七出”“杀得敌军片甲不留”！

在收完一垄稻拐弯时，阿泽收起了回忆

的思绪，待他又“轰隆隆”向前慢行中，他

的脑子又如风筝般地扯远了。阿泽生养了个

好儿子，去年刚从农业大学毕业，进了农科

所，阿泽不知道儿子具体在干啥，但是大学

生嘛，做的事能小得了？儿子春节回来时抱

了个铁方方，叫啥笔记本电脑——那是儿子

“割稻”用的“镰刀”咧！儿子端坐在电脑

面前，双手不停地敲击，有时会忘了吃，忘

了睡，常常让阿泽想起父亲当年摔谷斗的身

影，一把把金黄的稻穗摔打在硕大的谷斗边

上，发出安塞腰鼓般砰砰的响声，那是秋收

曲的最高音咧……阿泽心疼儿子，看他熬出

了红眼球，黑眼圈，心疼不已。可心疼归心

疼，阿泽也不敢轻易打扰他，老师说得好咧，

劳动最光荣，儿子的光荣时刻，怎能去打搅

呢？上次离家前的一顿饭，阿泽特意炒了好

多菜，蒸出的粳米饭满屋飘香，儿子很喜欢，

说饭菜里有田野的味道。还说，等下次回来

给带些他们农科所自主改良的新杂交稻，吃

起来不比这粳米差，香着咧，还高产！说得

阿泽心里甜滋滋的……。

“泽叔，这三百块您拿着，多谢来帮咱

收稻了啊！”“客气啥，有需要只管吱声，

乡里乡亲的。”阿泽看着刚收割的那一袋袋

金黄的稻谷，如古战场凯旋的士兵，齐齐整

整，威风凛凛，心中溢着说不出的欢喜，捧

起一捧凑到鼻尖，呵，一股甜滋滋的稻香钻

进肚子里了！

夕阳中，阿泽沿着河岸回家，水声叮叮

咚咚作响。下河捧起一掬清水，阿泽觉得自

己劳动的双手闪亮了整个世界。归巢的鸟儿

在林间跳跃，婆娑的树影洒下金辉，此时，

阿泽望见了家门口的对联：“富由勤俭败由

奢，好劳动者得福泽。”下联是阿泽自己写

的。

在阿泽看来，在他和儿子之间，家与稻

田之间，每天都有那一抹稻香在激荡。

【点评】
评卷员在议论文的一片汪洋大海中，突然发

现一座小说的岛屿，想必心中的惊喜不言而

喻！惊的是此考生胆大如斗，独辟蹊径，果

断地选择了小说这一风险性极高的文体，让

人叹为观止。喜的是考生构思巧妙，从主人

公阿浩的视角，巧妙的展现了祖孙三代人的

劳动画面。父亲的谷地，阿泽的联合收割机

和儿子的电脑，都在田园牧歌式的劳动场景

中格外耀眼，既形象而真实地展现了农耕时

代、工业时代到智能时代的历史变迁，又融

入了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和歌颂劳动的价值

观念，构思不可谓不巧，立意不可谓不高！

加之口语化、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和充满田园

诗意的场景描写，充分展现了考生较为深厚

的文学功力。一言以蔽之:无限风光在险峰！

【作文素材】
（一）名言警句类：

1.世上大概有两种人，“一种人毕生致力于

拥有，另一种人毕生致力于有所作为。”一

心渴望拥有，一旦没有达到目的，就会失落、

痛苦和绝望。心无旁鹜，专心于事业的追求，

就会忘掉许多烦恼，找到许多努力过程中的

快乐。默默耕耘的人其实是最智慧的人。

—— 黑格尔

2.“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站上时代的峰峦

俯瞰历史，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掏粪工人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做着

“禾下乘凉梦”充实天下粮仓……不同的岗

位，同样的精神，这些劳模们以创造、创新、

创业的激情，在劳动中成就了自己的价值，

更托举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梦想。

——《人民日报》社论

3.我们离不开父母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农

民的劳动、警察的劳动、教师的劳动，因为

劳动，才有我们生活的蒸蒸日上，才有国泰

民安。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用他们的勤劳和

智慧付出脑力和体力劳动养活了整个世界。

没有詹天佑的劳动，哪有京张铁路的完美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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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哪里有中国人的扬眉吐气?没有袁隆平的

劳动，哪有今日丰产的水稻，哪里有今日的

从温饱追小康?没有李素丽的劳动，哪有乘客

放心的神情，满意的微笑?

4.鄙视劳动者的人，没有权利享受生活，因

为所有的生活资料，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

的，都来源于劳动。所有的幸福都植根于劳

动，当你开始对劳动产生质疑时，说明你的

价值观在游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将

导致你价值取向的迷失，使你走上人生的歧

路。

5.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

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

——习近平

（二）典型事例类：

1.习近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69 年 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一千多

名北京青年学生乘火车到陕北插队。习近平

在陕北插队知青生涯最鲜明的特点是“三个

最”：年龄最小、地方最苦、时间最长。他

们可能想到陕北很穷，但没想到那么穷，吃

饭、穿衣、饮水、洗澡、刷牙、上厕所、语

言交流等生活习惯完全改变。劳动方式、劳

动强度、劳动环境无法想象，一切从零开始。

跳骚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每一关

都让会给北京青年一个下马威，都需要忍受

着巨大煎熬。尽管自然生活环境如此恶劣，

尽管同去知青一两年内就开始有人参军、入

伍、招工返城，但习近平受父辈遭受政治迫

害的影响，在陕北窑洞一住就是七年，历练

了七年之久，锤炼了他坚忍不拔、坚毅刚强

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

怀。陕北七年，让习近平真正接了地气，了

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

群众的冷暖与甘苦，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2.钟扬——绽放在高山砾石的藏波罗花

【颁奖词】超越 6海拔 6000 米，抵达植物生

长的最高极限，跋涉 16 年，把论文写满高原，

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

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

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

【人物事迹】他们追踪整整 10 年，在海拔

4150 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

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高原香柏种子里，

已提取出抗癌成分；他们花了整整 3 年，将

全世界仅存的 3 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他们揭示了红景

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

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

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

16 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

山水水，艰苦跋涉 50 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

上千种植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

的 1/5。

——2018 年度《感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