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1

【独家】2020 年高考作文北京卷①深度解析及范文

北京市成达学校青年教师 袁业振老师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的最后一颗卫

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

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部署。

整个系统由 55 颗卫星构成，每一颗都有自己

的功用，它们共同织成一张“天网”，可服

务全球。

材料中“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引发了

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联系现实生活，自

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

言流畅，书写清晰。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20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统一招生考试语文试题（北京卷）。

【命题方向】

责任担当：国家认同、社会责任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劳动意识

【审题】

限制性：

1.典型任务的限制。从命题样式上看，高考

北京卷的第一道作文题采用了材料加话题的

命题样式，要求以“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

为主题进行写作，并且只能写议论文，这是

一个典型任务的限制。话题的设置实际上是

对考生写作方向的一个引导，话题隐喻了“个

体和团体”之间的关系，考生只需由此联想

开去，思维的起点是单颗卫星和全部卫星的

关系，思维的落点是个体和团体的关系——

每个个体对于整体都有不可替代的功用。如

果只关注材料本身所反映的前沿科技，就算

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立意。此外，如果在论

证时牵扯整个论证系统，那也一定只能是一

般的关联，而不能把整个卫星天网作为论证

的重点。

2.价值判断的限制。就作文命题取材来讲，

北斗组网是我国科技进步和自主研发建设取

得突破的重大标志事件，既有科技意义，更

有战略意义，如此取材，旨在引导考生关注

重大时事，激发自信力，生发自豪感。就作

文题旨来讲，旨在引导考生认识个体与整体

的关系，即每一个个体对于整体都有其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查看更多作文解
析请扫码关注

“新课标大语文”

微信公众号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2

开放性：

1.立意是开放的。本题的表达重点应该是，

在整体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与分析个体（每

一颗）的价值定位与追求。个体作为团体的

组成部分，虽然渺小，但并不需要妄自菲薄，

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不断努力，为团

队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考生也可以反向

阐释，例如，一个良性运行的团体、系统、

社会，又依赖和促进着每个个体的准确定位

和功用发挥。此外，还可以从“位置与作用”

的角度去立意，也就是每个个体可以通过找

准适合自己的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发光

发热，发挥出价值。

2.联想和思考的开放性。题目要求考生对北

斗天网卫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展开

联想和思考，切口小，空间大，使考生能够

上手又可以充分发挥。结合当下“疫情”这

一热点话题，不难联想到抗击疫情期间，每

一个人都是取得这场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一

环，都具有责任和使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斗中，要打好阻击战、攻坚战，各个

部门需要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最大程度

地发挥个体作用，形成合力以取得胜利；每

一个部门、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条街道、

每个区等，都要各负其责，担当起自己的责

任，只有把个体纳入到整体中才能发挥作用。

【解题】

2020 年北京卷高考作文，在命题风格上保持

了固有传统，尊重了试题的稳定性。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北京卷作文所选择的素材提到

了 6 月 23 日的时事，此时离高考只有两周时

间，材料之新让人出乎意料，这也起到了很

好的“反押题”作用。试题重在启发考生思

考个人如何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同发展，

体现了“立德树人”的命题原则。这种小切

口、大主题的命题思路，有利于考查考生的

发散性思维，引导作文教学注重对学生审辨

式思维的培养。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以“小我”成长助推“大我”发展。

2.做五彩斑斓里的那一抹亮色。

3.灿烂星空，我是耀眼一颗。

4.做一颗严丝合缝的“螺丝钉”。

5.青春之我，无愧时代。

……

偏题立意：

1.科技助力中国梦。（忽略话题导向）

2.独立自主，飞扬青春。（未准确领会话题

的核心导向）

3.自信是成功的基石。（可在文中提及，但

重点应该论证个体之于团体的价值贡献与作

用）

4.强大系统孕育非凡个体。（不能把“系统”

的作用作为论证重点）

……

【下水文一】

织一张无愧于时代的“网”

北京市成达学校

袁业振老师

“北斗”合网，“55 颗卫星”一个都不

能少。“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点明个

体对整体的作用不可忽视。由此推之，个人

之于社会、国家和民族不亦如此？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

家国情怀早已成为厚植于中国人骨髓里的精

神基因。文天祥一心为国，誓死忠诚，雄风

万仗激荡永存；联大师生迁址建校，为国立

命，精神豪气百年不朽；今日“北斗”寰宇

布网，科技兴国，弄潮之姿光耀永驻……

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

里”遇上了疫情这道“加试题”，可谓是一

次重大挑战。“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

正值芳华之年的新时代青年更要勇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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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祖国共同前进，以“小我”的功用助力国

家的发展。

时代瞬息万变，祖国需要信念坚定、淡

定从容的你我。扎根黄沙以守护如梦如幻之

千年敦煌的樊锦诗，飘泊在高原的生命之舟

钟杨教授，亦抑或是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

扶贫一线的黄文秀，无不是初心不改，可度

关山。身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青年应

当两耳既闻天下事，一心又读圣贤书，将国

家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相结合，珍惜韶华，

敦品励学，用理想之光照亮求索之路。

世间风急浪高，祖国需要勇于担当、艰

苦奋斗的你我。古之圣贤，数不尽的头悬梁，

锥刺股；数不尽的“闻鸡起舞，朝五晚九”。

反观当下的佛系少年，退缩与逃避反倒成了

他们炫耀的资本，“独上小楼成一统”的漠

视与麻木也成了他们之间争相效仿的“文艺

小清新”。鲁迅曾言：“真正的勇士，敢于

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作为新时代的勇士，我们更要明确责任担当，

同心戮力，共克时艰，用奋斗之姿共绘明日

蓝图。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旺

发达需要在各个领域编织无数个“天网”，

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缺失人民的力量。虽然

在个体看来，也许自己这一颗小“卫星”功

用不大，但若将其置于特定位置，则其作用

全然不可小觑。我辈学子还须不断完善自己，

练就过硬本领。当知不管在哪一个位置，都

要竭尽全力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做好自己该

做的事，这样才能避免“因小失大”，造成

“系统”损失。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我们虽然渺小却依旧要自信，以青春的名义，

用奋斗的姿态，共同织就一张无愧于时代的

“天网”！

【下水文二】

个体价值与全局意识

海淀高中

赵婧杰老师

55 颗卫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它

们共同织成一张“天网”。这让我们看到了

个体价值在全局中闪耀的精神光芒。它们之

所以能组成一张强大的网，是因无数个体价

值凝成了推动全局的力量。

追求个体价值首先应在个体独立的前提

下挖掘自身的价值。所谓个体独立并不是身

体上的单独站立，而是在思想上能够勇于挣

脱世俗洪流的吸引，这种独立能帮助我们清

醒地认识世界，帮助我们破除庸见，帮助我

们在纷繁复杂的认识论中坚持自我，从而实

现个体价值。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正是从朱

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流意识中脱离出

来，不依附于他人的思想观点，才在漫长的

“格物致知”过程中，形成了“知行合一”

的理论，开创了心学，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故我们在社会的土壤中埋种，在吸

取土壤水分的同时，要学会独立成长为参天

大树，为社会遮阴避凉。

但追求个体价值过程中所言的“独立”

并不是“孤立”，它需要与全局形成有机联

系。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新石器时代到

青铜时代用了 8000 年，而人类社会形成之

后，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不过经历了 1000

年。社会的形成将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不同的思想在碰撞中形成了文明的火花，促

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我们丧失了全局

意识，便失去了与世界的天然联系，我们的

思想行为往往会受到因肉体而产生的时间与

空间的限制，丧失了在全局中判断是非利弊

以及吸收营养的机会，最终将无异于井底之

蛙，狭隘了眼界，失掉了获取个体价值的源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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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曾说道：

“我们胜过野兽的真正优点在于我们是生活

在人类社会之中的。”社会是个人衣食住行

的供应者，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提供者，是所

有个体的导师。故我们每个个体如果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个人

价值也就无从显现。

可反观当下，有多少人还认为自己是矗

立在海上的岛屿，标榜着特例独行？那些叫

嚣着社会不公的“孤傲者”，远离社会、逃

避社会的“胆小者”是否已忽略了“岛屿”

与“大陆”的联系？丧失了其实现个人价值

的平台？

个体生命只有在全局中才能发挥最大的

功用。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为全局效力的

一分子，以独立之精神成长，反哺社会！

【下水文三】

繁星点点，璀璨星空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杨剑锋老师

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 3 号的最后一

颗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自主建设、独

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部

署，整个系统由 55 颗卫星构成，每一颗都有

自己的功用，它们共同织成一张“天网”，

可服务全球。

55 颗卫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55

颗卫星，诠释着系统与要素，个人与集体、

国家间的关系。每一个个体如每一颗卫星，

都有着自己的功用，只有 55 颗卫星互相协作

才能形成一张“天网”。

那么，“个体”应如何在集体中实现自

己的功用？“集体”又该怎样更好地服务于

“个体”，激发“个体”的生命活力呢？

闪耀在苍穹的北斗卫星，见证着一批科

学研究者在各自位置上的独特功用。北斗研

究事业需要高位设计，也需要科普宣传，还

需要系统管理者……科技工作者应需而上，

服务集体。因此我们既看到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总设计师孙家栋导航系统建设，也发现了

青年科技工作者沈苑立足管理岗位为北斗

“护航”……正是因为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他们在集体中尽可能主动地发挥自己的

优势，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才能让北斗研

究中的每一项工作可以齐头并进、互相匹配

衔接。

55 颗卫星中的个体与群体关系如此，个

人与集体关系如此，一个人之于国家、民族

亦然。新冠疫情爆发后，广大医护人员逆行

出征，临危不惧，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用

自己的专业医学知识与病毒搏斗；建筑工人

放弃与家人过年的团聚机会，牺牲休息时间，

用自己扎实的建筑技能如期完成火神山、雷

神山的建设任务；还有坚持在抗疫一线的基

层干部、警察、社区服务者……他们利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自身特长在自己

的位置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个人来说，要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

自己有哪些优势，该如何发扬自己的长处，

除此之外，还要认识集体，分析形势，从而

将自我优势更好地融入到集体中来。埋头苦

干可能会让我们忘记了来时的路，化我所有

为时代所需，可以让我们看清脚下的路。就

管理者而言，他们也要创造适宜的制度与规

则，不拘一格挖掘人才，充分肯定个体在集

体中的作用与功能。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要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要认识到自身有何作用，又该如

何发挥作用。将要走上各行各业岗位的青年

更是如此，如鲁迅先生所言，“愿中国青年，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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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点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中国贡献”，继而经天纬地，星耀苍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