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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天一联考：学问之本皆是读书

洛阳伊川滨河高级中学教师 常琼莹老师

河南省著名教师 殷都玄鸟老师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班级将举行有关学习的班会，选出了以下三

句名言作为班级的标语：三国政治家诸葛亮

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北宋

文学家欧阳修的“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

读书为本”；清代散文家刘开的“非学无以

致疑，非问无以广识”。

诸葛亮、欧阳修和刘开的三句名言，你对哪

句感触最深？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

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

拟标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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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题来自 2020 届天一联考高三

年级第一次模拟考试

【命题方向】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提供了班会选出的

三句名言标语作为考生写作的情境，三句名

言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

都在谈学习。不同之处是，诸葛亮的“非学

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一句是从志向、

成才、广学的关系角度谈学习；欧阳修的“立

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则指出读

书、立学、修身之间的关系；刘开的“非学

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谈的则是学和问

的重要作用。考生当以此为基点谈自己的感

受和思考，不可脱离材料，另起炉灶。

2.写作任务的限制。考生需要完成的任务有

二：（1）“诸葛亮、欧阳修和刘开的三句名

言，你对哪句感触最深？”“最”是审题的

难点，考生需要进行比较权衡。（2）文章体

式是发言稿，发言对象是同班同学，考生写

作时要有对象意识和交流意识。

3.价值判断的限制。三句名言都是对学生成

长有益的格言，考生要按照任务要求在比较

中选出感触最深的一句，而非绝对否定另外

两则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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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

1.立意是开放的：考生可以自由选择三句中

的任意一句作为感触最深的名言。选择不同

的名言，立意角度便不同，比较的点不同，

立意角度也会不同。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考生不管选取哪句

名言，都可以自由联想相关事例来表达感触

和思考，如果谈个人感受就更自由了。在进

行比较权衡时，考生比较的角度也是自由的。

3.文体是自由的。考生可以感性表达，突出

感受，写成记叙文；也可以理性思考，写成

议论文，但需明确文体特征。

【解题】

本题是名言类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和传统

的名言类题目不同的是，本题增加了思维上

的限制，重点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题目的

逻辑架构类似 2020 全国卷Ⅰ作文，考生需要

在比较中选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题目的语

料和考生息息相关，考生皆有话可说、有感

可言。同时，题目也引导考生思考学、问、

志、立身、立学的关系以及应有的态度，这

也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志存高远，学无止境。

2.让学、问二花根植于知识的沃土。

3.学然后知不足，问然后长见识。

4.立身先立学，立学先读书。

……

偏题立意：

1.学不可以已。（偏离材料核心，三句名言

都不是谈“学不可以已”的问题）

2.有志者事竟成。（三则名言均是关系型命

题，不可变成单概念命题）

3.读书是最有意义的事。(同上)

4.修身是人生的根本。（同上）

……

【下水文】

修身先立学，读书乃根本

洛阳伊川滨河高级中学教师

常琼莹

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举行学习的班会，选出了

三则名言做班级标语，而我对北宋文学家欧

阳修的“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这句感触最深。

我认为，“立学当以读书为本”。

诸葛亮说，非学无以广才，但再大的学

问都来自读书。格物致知是修身的首要条件，

知止而后能定，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才

能定下目标，静心求学，心无旁鹜。格物致

知请先读书。勤读书自然就多思考，博学之

然后知不足，之后才会有深层次的审问，才

会有谨慎的思考，才能明确辨析对与错，最

后坚定地执行，方能称得上立学。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所

以立身之本亦是读书。

张载曾说，儒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立

学为目的，方能孕育出最诚实善良、最坚韧

刚强、最博学多识的一群人。都说没有英雄

的民族是堕落的民族，不读书的民族不会产

生英雄。英雄不是莽夫。英雄首先是有智慧

的人，而智慧来自读书。不读书的民族终将

是毁灭的民族。正是我们古有孔孟，近有李

大钊、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以读书为本的立

学者启迪中华儿女的心灵，才会有今天像任

正非、钟南山等一群爱国志士奋力拼搏 、逆

行在前，才会有今天一群群华夏儿女的努力

奋战、无私奉献。

非学无以广才，非问无以广识，学问之

本皆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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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刘开说：“非学无以致疑，非

问无以广识。”学问从何处来？来自读书。

自古做学问者皆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者。古

者，孔子读书韦编三绝，终成至圣先师；司

马迁行万里路，读万卷史书，方能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出“史家

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同学们，立学当以读书为本，立身也应

以读书为本，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通过

读书立身、立志、立学，服务社会，为国所

用，让我们以欧阳修的“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书为本”共勉。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