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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慈善非简单的物质施舍，更需要精神上的唤醒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材料一：英国著名慈善家Olive Cooke 从 16
岁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为皇家退伍军
人协会筹款，同时她还为 20 几个慈善机构
捐款，以至于把自己的退休金也全部投了进
来。然而各种慈善机构还是经常打电话或者
写信请她帮忙筹款或者捐款。据她的女儿
说，老人一个月能收到 260 封求助信和无数
求捐电话。老人坦言：“我已经付出太多了，
我再也拿不出更多啦。” 最终不堪重负的
她跳河谷自杀。终年 92 岁。

材料二：九寨沟地震发生后，有网友喊话吴
京：“那么高的票房、那么高的利润，吴先
生打算分多少钱给灾区？我相信作为一个
爱国演员兼爱国导演和爱国商人的吴京同
志不仅在虚构的电影里爱国，而且在现实的
灾难面前更爱国。”吴京没有回应这些声音，
而是一声不吭地把钱捐了。

在人类的保障事业中，慈善的作用是拾遗补
缺，唤起人们的爱心和善心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

读了以上两则材料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考。
请从捐赠者、受赠者和网友三个角度中任选
一个立意，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
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18 豫南联考语文
作文。查看更多作文解析请关注“新课标大
语文”微信公众号。）

【命题方向】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质疑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各种慈善机构还是经常打电话或者写信
请她帮忙筹款或者捐款……最终不堪重负
的她跳河谷自杀”，“在人类的保障事业中，
慈善的作用是拾遗补缺，唤起人们的爱心和
善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材料中这些引
导语暗示了命题人对材料中的“索捐者”和
“逼捐者”的态度取向是否定的。

2.“读了以上两则材料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
考”这句话有两个提示：
第一，不可只针对一则材料展开分析而无视
另一则材料，要注意材料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感触和思考”，不管何种文体，强
调对材料的深度思考，要侧重说理。

3.“请从捐赠者、受赠者和网友三个角度中
任选一个立意”，注意是有角度选择的写作。

开放性：
“你有怎样的感触和思考？”可以站在捐赠
者、受赠者和网友三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不
同的思考和感悟。

【解题】

本题属于多材料任务驱动型作文，这篇作文
在审题上看似简单，但是想要写出彩的作文



写好高考作文，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二

需要抓住问题的实质。第一则材料讲的是机
构和个人无休止的索捐，第二则是舆论“逼
捐”，命题人差不多给出了价值判断。但如
果止于这个判断而不做深度思考和挖掘，只
会停留在一般的判断正误的层面。现象背后
的问题实质的解读，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可
以作为较好的落脚点。就第一则材料看，慈
善非简单的物质金钱的施舍，受助者更需要
精神上的唤醒；弱者有权利获得资助，但不
能变成无休止的索取，这个世界没有谁欠
你；获得资助要学会感恩，要努力寻求自救
之道，并努力寻找机会回馈社会。就第二则
材料看，舆论没有索捐的权利，比起逼迫企
业家救助弱势群体，更值得关注的是培养社
会慈善文化，可以从捐助文化、慈善意识方
面立意。两则材料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截
然分开，要综合立意。

【立意指向】

1.“索捐”“逼捐”现象展现出我们社会中
缺乏真正的慈善逻辑。
2. 慈善非简单的物质金钱的施舍，更需要精
神上的唤醒。
3.捐款，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4.勿让慈善绑架了善良。
5.慈善本无错，方法须得当。
……

【优秀范文】

善亦有道，要讲道德、规则和法治
殷都玄鸟

看到“92 岁老人不堪慈善重负自杀”的
新闻，不觉想起丛飞“捐助门”事件。

音乐人丛飞从 1994 年 8 月开始，用自
己演出的钱进行了长达 11 年的慈善资助，
他一生参加 400 多场义演，累计捐款 300 多
万，资助 183 名贫困学生。后来丛飞患病需
要高昂的费用，他所帮助的那些人，有的已
经有了很高的收入，但事实是，那些被帮助
的人几乎都选择了沉默。唯一发声的人群是
那些没收到继续捐赠的家长，言辞却是：“你

说好供我家孩子读到大学的，孩子刚刚读到
初中，你就不管了，你这不是坑人吗？”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
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
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
神……”这句话我们可以有新的注解：对于
那些需要资助的人，不仅仅要进行经济资
助，还要有道德救助，否则经济上的贫困会
进一步沦落为道德上的无赖。无底线的，没
有边界的施舍与慈善，只会诱发人性深处的
恶，最终善良被邪恶反噬。

善亦有道，要讲规则和底线，捐赠者不
讲底线和规则就会好心做坏事。

天地壹号的创始人陈生，因感恩于当年
考上大学时乡邻的资助，2014 年斥资 2亿元
给村民捐建了 258 套别墅。没想到，这样的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善举，得到不是
感激，反而招来攀比、谩骂、勒索。子女结
婚的要多分一套；迁出的村民也要回村分
房；旧房子被拆的要求赔偿；甚至建成的别
墅遭到一些人的恶意损坏，很多窗户被石头
砸破。做善事却惨淡收场，如果我们是陈生，
还敢回乡么？

善亦有道，讲规则和底线，受赠者不讲
底线和规则就会走向勒索。

慈善非简单的物质金钱的施舍，受赠者
更需要精神上的唤醒。弱者有权利获得资
助，但不能变成无休止的索取，这个世界没
有谁欠你。获得资助要学会感恩，要努力寻
求自救之道，并努力寻找机会回馈社会。

在人类的保障事业中，慈善的作用是拾
遗补缺，唤起人们的爱心和善心去帮助有需
要的人。但就有网友以“高票房”为由，喊
话吴京捐“一两个亿”，这不仅有失厚道，
也有违善道。捐款自愿，捐款人首先是纳税
人，他已经完成了他对这个社会的责任。电
影《驴得水》有一句台词：凭什么用你的道
德标准来绑架我的利益？道德从古至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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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拿来律己的，法律才是律人的，不懂道德
的人才会用道德律人。

我只能说：法治社会，慈善也需要秩序、
规则，需要监管。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慈善法规定：

“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
活。”这意味着，行政索捐、文件派捐等各
种“逼捐”行为被法律划出了红线。

慈善的法治还任重道远。

【后记】

欢迎文末留言评论，我们有特约名师为你解答专业问题哟，把你不会的作文题、写作文时遇
到的困惑、还有对本篇推文想说的话统统抛过来吧~

新课标大语文组 殷都玄鸟

河南省骨干教师

安阳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

国学吟唱化石级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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