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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名师解析之七：2019 年全国卷Ⅰ高考作文（内含 2 篇下水文）

本篇解析老师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 吴素芬 王守健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文章。（60 分）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的源

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夙兴夜寐，洒扫庭

内”，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

延至今。可是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同学不

理解劳动，不愿意劳动。有的说：“我们学

习这么忙，劳动太占时间了！”有的说：“科

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以后可以交给人

工智能啊！”也有的说：“劳动这么苦，这

么累，干吗非得自己干？花点钱让别人去做

好了！”此外，我们身边也还有着一些不尊

重劳动的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请结合材料内容，面向本校（统称“复兴中

学”）同学写一篇演讲稿，倡议大家“热爱

劳动，从我做起”，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并提出希望与建议。要求：自拟标题，自选

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

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19 年高考作文全国卷

Ⅰ。

【命题方向】
实践创新：劳动意识、问题解决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自我管理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质疑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审题】
限制性：

1.立意限制。作文材料将劳动的意义、热爱

劳动的优良传统与现实生活中不理解、不愿

意、不尊重劳动的错误言行进行对比，凸显

了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主题。

作文的具体要求部分则进一步提出，要求考

生以演讲稿的形式提出倡议——“热爱劳动，

从我做起”。

2.价值判断限制。作文材料第三句中的“可

是”一词使得文意突转，现实生活中那些不

理解、不愿意、不尊重劳动的言行都是错误

的，这也正是命题人的情感倾向，考生在审

题时需要注意这一点。

3.文体限制。作文题目要求写一篇演讲稿，

写作时要充分考虑演讲稿的文体特征。从形

式上来看，一篇规范的演讲稿往往包含以下

几项要素：称呼，问候语，开场白，正文，

结束语。要求要素齐全且书写格式准确规范。

从内容上来看，演讲稿应具备针对性、鼓动

性和感染力。考生需要把火热的激情融于文

字之中，既要做到以理服人，更要做到以情

动人。

4.写作对象限制。写作对象为本校（“复兴

中学”）学生，既限制了演讲者的身份，也

限制了听者的身份。为了更好与“本校”学

生达成情感共鸣，文章倾诉的情感以及援引

的事例也要与“本校”学生有接近性。

5.思维限制。“结合材料内容”是第一层思

维限制，要求扣住材料，不能脱离；“倡议

大家‘热爱劳动，从我做起’”是第二层思

维限制；“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是第三层

思维限制；“提出希望与建议”是第四层思

维限制。考生如能注意到这些限制，就不难

写出既深刻又颇具现实意义的好文章。

开放性：

1.联想和思考具有开放性。考生的写作基于

材料又不能囿于材料，可由材料生发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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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类比或者对比联想。选材范围既可以是

自然界中的物，也可以是历史故事、时代楷

模，当然也可以是和主题相关的名言警句。

每个考生的积淀不同，所联想和思考到的素

材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2.联系现实具有开放性。题目要求考生“提

出希望与建议”，每个考生看待问题的角度

不同，具体的生活环境不同，所针对的实际

问题不同（如，针对材料中几位同学的不正

确言论，就可以有选择地批判），提出的希

望与建议自然也会不同。

3.文章的语言风格具有开放性。演讲稿具有

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

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

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

共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考生既可以综合

运用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将真实的情感

倾注到讲稿中，以情动人；也可以适当运用

对偶、排比、反问等修辞，以说理见长；还

可以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长短结合，以超

强的节奏感吸引听众……如此一来，最终呈

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也是千变万化的。

【解题】
全国卷Ⅰ覆盖的考生量最大，其正向引导作

用是应有之义。2019 年的命题将写作主题明

确限定为“劳动”，意在重申这一基础概念

的重大意义，同时呼应了中小学加强劳动教

育的时代呼唤。需要注意的是，几乎在所有

的认知领域，最基础的概念都是最难阐释的。

“劳动”这一概念的含义究竟为何，显然是

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哲学家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人。劳动，

对于马克思而言，意味着一种属人的自由自

觉的活动。它甚至成为了人与动物之间最大

的区别。只有人，可以改变一个既有的世界，

让这个世界按照我们想象的样子而存在，沙

漠变成绿洲，海洋变成陆地，这样的变化让

我们有了更广的生存空间，也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舒服。而所有这些改变得以实现所依

赖的正是“劳动”。我们与我们的世界是被

劳动所诠释的。它不是外在强加于我们的一

种活动，它就是我们的生命彰显自身的一种

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人类社会演进的

历史进程中，劳动的内容、方式、特征必然

会不断改变，但无论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还是信息文明时代，劳动都不会过时，劳动

精神都不会过时，劳动教育都不会过时。

何为劳动？显然这是一个元问题。对于青年

学子来说，弄清这个基本概念的含义显然有

些勉为其难。或许命题者已然意识到这一问

题，将材料的场景安排在了学校，因此劳动

的社会意义较为明确地指向了教育，在此基

础上，不仅明确给出了写演讲稿的文体限制

以及本校同学的写作对象，还给出了明确的

表达主旨“热爱劳动，从我做起”，甚至还

给出了演讲稿的结构模式，先讲认识与思考，

再谈希望与建议。从考生的备考实际来看，

如果平时只是着眼于宏大的家国情怀类的抒

情议论训练，则可能会对这一熟悉而陌生的

命题显得不适应。

本题是情境式任务驱动型作文，考查考生对

时代热点、民族传统的理解及理性思考的能

力。材料第一句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庆祝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劳动的价

值和意义；第二句则强调“热爱劳动”是民

族传统，由来已久。而后，材料又从反面列

举了一些不理解、不愿意、不尊重劳动的现

象，与前文形成鲜明对照，借助“有的同学”

初步创设了一个真实的情境，同时也给长于

批驳的考生树立了靶子。

然而，考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演讲稿的写

作对象为“本校同学”，如何在这样一个虚

拟的情境中完成发出倡议、体现思考、提出

希望和建议的写作任务，着实有些难度。所

以，全国卷 I 的作文不仅难在如何将写作任

务具体化，更难在如何在虚拟的情境中写出

真情实感来。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热爱劳动，从我做起。

2.唯有劳动最光荣。

3.誓做最美劳动者。

4.用青春奏响劳动之歌。

5.让劳动之花灿然绽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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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题立意：

1.劳逸要结合。（学习累了正好可以通过劳

动来缓解，殊不知学习也是一种劳动——脑

力劳动）

2.劳动的定义。（只从是什么的角度区分各

种各样的劳动，不去深挖劳动的意义，也没

有提出具体的建议）

3.用劳动创造个人的美好前程。（境界低，

缺少“大我”情怀）

……

【下水文一】
欲扫天下 先扫一屋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

吴素芬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复兴中学近来出现了这样一些现

象，部分学生借故学习看轻劳动，倚重科技

漠视劳动，畏惧苦累排斥劳动。其实，劳动

与学习并非冤家对头，而是一对互相协调、

健硕有力的羽翅，都会助我们在人生路上腾

跃翱翔。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古语凝结

着先人非凡的智慧。洒扫庭除，整理衣物，

这些看似寻常的事情，其实融含着许多书本

中寻找不到的道理。前行的路上只有书本知

识是远远不够的，意志品质的建树终究是一

门绕不开的课程。而纸上谈兵总显疲软无力，

非亲自实践劳作不可。

同学们，知道吗？年轻时期的习总书记

就曾插队农村，与农民兄弟一道战严寒抗酷

暑，扎根田间地头，接受了一场特殊的人生

洗礼。是日日的躬耕劳作，是年年的面朝黄

土，教给习总书记吃苦耐劳的精髓，练就习

总书记坚强刚毅的心性。这岂是一味读书所

能得的？

无独有偶，新东方总裁俞敏洪也曾在大

学期间，坚持为宿舍同学打水，四年如一日。

事情虽小不足言，但风雨无阻的服务让他知

道了付出的真谛，也让他日后饱尝回报的快

乐——新东方艰难之时，正是那些曾经受助

的同学纷纷向他伸出友爱的援手。一个人心

中除了盛装自己，还应时时装着他人。这岂

是独步书山所能见的？

再看我们的父辈，无论他们从事何种职

业，或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无一不是兢兢

业业勤勉付出。这是我们大家能亲自目见的。

如果他们好逸恶劳，哪来的如意生活？如果

他们推诿懈怠，哪来的幸福安和？寻觅前行

者的足迹，他们辛勤劳作的路上贮藏着太多

供我们借鉴的瑰宝。他们的历程无不昭示着

至理箴言：劳动是成长之泉，劳动是幸福之

源。

回看我们自己，面对劳动却生出种种借

口、句句托词，此刻的我们是否感到汗颜？

是否心有悸动？每个人都在描画未来的图

景，可是，那种视读书为唯一正途，以科技

为劳作替身，而对劳动嗤之以鼻的想法终是

占不住脚的。劳动无小事，其中蕴乾坤。共

同打扫庭院，培植了互助协作的精神；独自

擦拭黑板，强化了责任在肩的意识；捡拾纸

屑，诠释了爱护环境、服务他人的情怀……

优秀品质的嫩芽就这样在劳动中滋长壮大起

来。

同学们，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固有传

统。身在教育的乐土，我们复兴中学定当弘

扬传统，焕发其勃勃生机，以不愧我“复兴”

之称号。同学们，让我们远大的人生构想从

扫“一屋”开始吧！一屋扫好，方可横扫天

下。

复兴中学：某某某

2019 年 6 月 7 日

【下水文二】
争做最美劳动者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守健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争

做最美劳动者》。

还记得一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吗？他用“民生在

勤，勤则不匮”的古训告诉我们，劳动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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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源泉，劳动更是幸福的源泉。正是因为

勤于劳动，我们才拥有了灿烂辉煌的过去；

也正是因为勤于劳动，我们才拥有了举世瞩

目的今天！

是啊，“夙兴夜寐，洒扫庭内”，众人

役役，朝耕暮耘。从古至今，热爱劳动就一

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就在

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以忘我的劳动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强大的正能量

时，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复兴中学的美

丽校园，却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学习太

忙太累，想要劳动没时间；科技如此发达，

何不交给机器人；天天搞值日，哪如直接请

保洁；……

亲爱的同学们，如果你还存在上述观念，

那说明你还未懂得劳动的真谛！当清晨的第

一缕阳光，伴着母亲在厨房里劳碌；当夜幕

上的点点星光，照亮下了夜班老师的归途；

当环卫工人冒着炎炎烈日，在城市的角落里

挥洒汗水；当消防战士忘记自我，一次又一

次排除险情……试想，如果没有他们辛勤的

付出，忘我的劳动，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又

怎能享受美味的早餐，汲取知识的营养，身

处整洁的环境，生活得宁静惬意！

这就是劳动的真谛！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与美好皆源于此！坐享其成不会赢来收获，

过分依赖高科技产品甚至花钱让别人代替自

己劳动，更是自毁根基的鼠目寸光！80 后故

宫讲解员韩笑，以中英文双语讲解的特色收

获了“金牌讲解员”的称号；90 后快递小哥

田追子，发明快递神器，被誉为“最美圆通

人”；海归博士吴超峰，放弃在日本的工作，

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农村创客”……

莎士比亚有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亲爱的同学们，当我们的先辈用他们金色的

汗水为我们积累了丰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财

富，新时代的青年们也正满怀豪情，用他们

创造性的劳动，让自己成为了各行各业中最

美的劳动者！反观自身，我们又当如何？

在此，我谨向所有同学发出倡议：热爱

劳动，从我做起，人人争做最美劳动者！光

荣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或许此刻，它

就是你做题时一个专注的眼神，就是你值日

时亲手拾起的那片落叶，就是你悄悄将餐后

的碗筷拿去清洗；然而将来，它将是你在某

个领域中毅然奋战的身影，它将是你在某项

事业中做出独有贡献的智慧源泉！

亲爱的同学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

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争做最美劳动者！那

样，不久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

己，一个更加美丽的校园；不久后的将来，

你也会看到一个更加发展进步的社会，一个

更加奋发有为的中国！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