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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名师解析之六：2019 年全国卷Ⅰ高考作文（内含下水文）
本篇解析老师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中学 仲崇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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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则“社会现象类”的任
务驱动型作文。作文材料聚焦“劳动”话题，
首先从宏观、抽象的角度指出“劳动”的积
极意义及自古至今人们对“劳动”的态度，
又重点从现实层面表述学生这一群体对“劳
动”的诸多错误认知，并提及生活中存在不
尊重劳动的现象。材料主要从正反两个层面
来阐述“劳动”这一人类社会活动。这就要
求考生在写作时不能只从正面论述对“劳动”
的理解认知，而必须对材料中学生对于“劳
动”的错误认知和生活中存在的不尊重劳动
的现象进行回应、批判，进而宣扬劳动精神。
这是考生在立意时不可忽略的。尤其需要指
出的是，命题要求中提出“热爱劳动，从我
做起”，文章立意必须指向“热爱劳动”，
并且要凸显“从我做起”。
2.内容限制。“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这”
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材料对“劳动”
的两个层面的阐述。“深思”要求考生对材
料的解读不能仅停留在表层，必须挖掘深层
次的内涵与意蕴。引导语中“体现你的认识
与思考”要求考生必须针对材料发表自己的
观点、看法，不能停留在对“劳动”这一词
语的空泛之谈上。脱离材料的泛泛而谈会被
视为偏题、跑题。“希望与建议”更要求考
生必须纠正材料中的诸多错误认知和现象，
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倡议。“复兴
中学”更不是出题人随意提出的，其中蕴含
了“劳动”对民族、国家复兴和强大的重大
意义。对于这些内容，考生都不能视而不见。
3.价值判断限制。材料对“劳动”的界定是
“财富、幸福的源泉”“热爱劳动是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这几句话非常鲜明地指出
了对“劳动”的积极价值判断。而后文对现
实生活中学生对“劳动”的认知，材料用了
“不理解”“不愿意”“不尊重”三个否定
词语，更明确点明了这些认知和行为的错误，
价值判断非常明确。如果有些考生为突出新
意，想标新立异，为材料中学生的一些错误
认知和生活中人们对待“劳动”的不合理现
象进行一味辩护，作文的价值观就会出现较
大问题。尤其要注意命题要求中指出的“热
爱劳动，从我做起”，在对待“劳动”的问
题上，必须“热爱”。
4.思维限制。考生不可就“劳动”话题抽象
而宽泛地高谈阔论。材料虽提及“劳动”的
抽象积极意义，但更多聚焦在一些学生和现
实生活中对“劳动”的错误认知和行为上。
出题人更想让考生形成一种关注现实，对社
会现象做出综合的、全面的和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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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做出性质判断和价值评估的思考能力。
思维不能一味地高蹈，而要接地气，考生要
面对真实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做出真
实的判断。
5.文体限制。形式驱动要求写一篇演讲稿，
因此要注意演讲稿的格式，以及语体特征。
此外，这是在“本校（统称‘复兴中学’）”
的发言，演讲要面对的对象是“自己的同学”，
受众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这个特殊的交际
语境下，文章倾诉的情感以及举引的例子也
要跟青年学生有接近性，如此才能达成共情
共鸣。
开放性：
1.立意角度是开放的。“劳动”的大论题是
必然的，对“劳动”的概念可以做深层次的
挖掘，对“劳动”的价值可以做多角度的阐
述，对学生存在的关于“劳动”的错误认知
和现象，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挖掘、反思。作
文援引的素材、成文的详略比重、组合方式
等等，都可以各有差异。
2.文章的侧重点是相对开放的。材料主要包
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劳动的积极抽象评价，
二是现实生活中学生对劳动的负面态度和行
为，两个层面一正一反，对立统一，相互补
充。考生可以谈对“劳动”深层次的认知和
理解：可以对“劳动”进行丰富的概念阐释，
可以谈“劳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也可
以谈“劳动”的多层次意义和价值；可以侧
重质疑、批判存在于学生中的对“劳动”的
各种消极认知与行为；可以对这些负面认知
和行为的表现形式、背景原因、后果影响进
行深层次挖掘；若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阐
释，无疑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
3.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该材料内容层次较
多，思想逻辑多元，理论与实践结合，考生
可以从历史、文化、社会、道德、实践等层
面对“劳动”展开探究；考生的积淀不同，
联想思考便不同。如何评价材料中学生对劳
动的认知，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要能得到
合理的论证支持。以什么样的方式评价，以
什么标准评价，评价的底线与边界在哪里，
这些都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4.文章的语言风格是开放的。演讲稿，是一
种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文体。其语言特点是
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的
融合。故作文要求中没有“明确文体”这一
要求。因为演讲稿既可以使用记叙文的细腻
生动的描述语言，又可以使用抒情性的宣传
鼓动语言，还可以使用条分缕析的理性表达。
它通过交流思想、感情，表达主张、见解，
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受
众，使之信服并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它的语
言风格可以多样化，可夹叙夹议，语言极具
张力和表现力。
【解题】

本题是“社会现象材料类”的任务驱动型作
文，主要考查考生对新时代背景下“劳动”
的理解以及理性思考的能力。该作文全面贯
彻国家要求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教育
的方针，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劳动精神
的深刻阐释作为总领，立足于中华民族热爱
劳动的优秀文化基因，歌颂劳动价值，弘扬
劳动精神，展现劳动美好，引导考生热爱劳
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歌颂劳动价值，
倡导热爱劳动。这个题目的深度还在于不仅
仅从宏观、抽象层面阐释“劳动”精神，还
有对现实层面的反思、批判，更能见出考生
思维的深度、论证的精彩和看问题的独特眼
光。该作文能考查出考生的说理能力，分析
论证的技巧和反思批判的思维能力。
想写好这篇作文，考生需要对“劳动”的概
念、形式和价值有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并
要结合新时代青年学生对“劳动”形成偏差
认知的原因背景、思想观念、消极影响做条
分缕析的分析。该作文忌讳空洞的道德阐释
和抽象思辨，充满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和大
而无当的理论阐发的文章并不占优势。
该作文的材料设计巧妙，立足现实生活中的
现实问题，强调实际应用，突出情景设计，
贴近考生现实生活及认知实际。考生要注意
理清材料间的逻辑关系。材料中的两个层面
充满思辨性，相互补充，恰好形成文章的整
体框架。注意演讲稿所面向的对象为“复兴
中学的在校学生”，所以，建议文章结尾处
升华到“劳动”对民族、国家复兴和强大的
意义上，以实现演讲稿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热爱劳动，从我做起。
2.懂劳动，敬劳动，爱劳动。
3.弘扬劳动精神，实现国家复兴。
4.反思自身之过，树立劳动精神。
5.劳动的青春最美丽！
6.劳动精神未尽，千年薪火更旺。
7.承劳动之魂，辟前进新程。
8.唱响劳动之歌。
……
偏题立意：
1.奋斗青春最美丽。（以谈论个人奋斗为主，
未涉及劳动）
2.传承优秀传统劳动精神。（与当下联系不
密切，脱离材料中的学生主体）
3.从劳动中解脱，实现自我自由。（立意价
值观有偏差）
【下水文】

新时代唱响我们的“田园牧歌”
淄博市淄川中学

仲崇宾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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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新时代唱响我们
的“田园牧歌”》！”

“开局一条狗，装备全靠捡。”“农夫
游戏”“我的农场家园”“合体农夫”，听
到这几句话，有些同学笑了，我相信在座的
大部分同学都不会陌生，因为这些词汇来自
于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网络游戏。而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有几个人到过真实的农
村？多少同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
的让你做农夫，你能承受得了农村劳动的艰
辛吗？你会背“二十四节气歌”吗？“春雨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多么悦耳
动听！

在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可以播下粒粒
种子，每天期待着它们萌芽于苦涩的泥土；
炎炎的夏日，知了声不绝于耳，我们会看到
绿油油的庄稼在田里肆意地成长；金秋十月，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缀满枝头的金黄硕
果；而到了寂静的隆冬时节，万物蛰伏大
地……而这一切与我们离得很近，因为它们
存在于我们曾为之疯狂的“偷菜”游戏中，
而实际上它们离我们很远很远……

当然在座的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
霸”，你们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甚至用秒
来计算，你们的学习效能达到最高，你们不
会浪费一分一秒！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其
实我们的学习园地并不局限于课堂和校园！
家中、社会、农村，大自然、生活中处处皆
学问！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养成做家务的
习惯能够提高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真心希
望这些同学能时常离开“学习”这“一亩三

分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更何况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又有些同学会疑问：这是让我们回到“诗
书传家远，耕读继世长”的古代农耕文明吗？
人工智能创造出来做什么用呢？再说了，劳
动毕竟又苦又累，我们何必自找苦吃？提到
人工智能，我们不如想想，如果我们将人类
的工作都交予人工智能来处理，彻底解放人
类，人类将往何处发展？我们很有可能会懒
于动手，懒于思考，懒于自我反思，以致人
体各种官能退化，智慧退化。难道这就是我
们运用人工智能的初衷吗？

记住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话：“流自己的
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希望同学们
在劳动中学会生活，在劳动中感受到收获的
快乐。劳动精神滋养生命的成长！希望同学
们在家中能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或到农村走走羊肠小道，徜徉于放牧牛羊的
河滩，看看绵延不绝的绿树群山。

最后我给同学们唱一首“打夯歌”，以
此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祝愿同学们都能唱
响自己的“田园牧歌”：“五人一架夯啊—
—哎哟；两人一抬筐呀——哎哟；明天开始
干哪——哎嗨哟哇；干到落太阳啊——哎哟。
不怕脸晒黑呀——哎哟；不怕胡子长啊——
哎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