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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键对键”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 

李素琼  湖北孝感高级中学优秀教师，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湖北招生考试》《教学考

试》特邀作者。从教 26年，桃李满天下，和学生共同成长。参编十多本教辅，发表多篇论文，命制多套原创

试卷。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据某日报统计，近三年该省高考报

考专业排行榜如下：理科前五位为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金融学、会计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经济学；文科前五位为会计学、法

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这些专业

备受考生与家长青睐。 

 

材料二：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在 2020 年

的高考中考出了 676 分的好成绩，获湖南省

文科第四名。她热爱考古，所以她选择报考

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有网友说：“这种家

庭应该选择毕业后可以赚更多钱的专业，比

如北大经管。” 

 

作为即将毕业的高中生，请结合以上材料，

写一篇发言稿，在班会上谈谈你对专业选择

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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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湖北十一校高三第二次

模拟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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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  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提供两则材料作为

引发写作的真实情景，材料一选自某报社统

计的某省近三年来备受考生与家长青睐的高

考报考专业前五名，列举的专业是“热门”

的，有“钱途”的专业；材料二选自湖南耒

阳留守女孩钟芳蓉在 2020年高考时以湖南

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了她热爱的“冷

门”专业——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有网友认

为她应该选择毕业后可以赚更多钱的专业，

比如北大经管。这是考生立意的情境限制，

考生不能把两则材料割裂开来，应综合两则

材料来全面考量，辩证分析，体现出思考认

识的深度。 

 

2.典型任务的限制。“作为即将毕业的

高中生”“在班会上发言”是考生的身份和

写作对象及场景的限制，考生要有对象意识

查看更多
作文解析
请扫码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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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流意识；“谈谈你对专业的认识和思

考”是写作方向及主题的限制，考生要针对

题目所提供的两则材料展开联想和思考；发

言稿是文体限制。 

  

3.价值判断的限制。选择专业既要考虑

个人的兴趣、爱好，又要与国家、时代的需

要相结合，而不能将能否赚更多的钱作为专

业选择的唯一标准，如此才能做出无愧于个

人和时代的选择，发挥出个人最大的价值，

以上是本次作文命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

在。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可以围绕如何选专业从微

观层面细细阐述；也可以从宏观层面入手：

看到选专业背后的一些元素，不要只注重

“热门”专业，有“钱途”的专业，而应该

从自我兴趣、自我优势、国家发展和社会需

要等去确定立意；或从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入

手，引导对方站在未来思考现在，多些责任，

多些担当；或指导对方朝内看，想想自己的

兴趣、性格、能力、价值观等，找到自己的

人生坐标，选专业也就有了方向和底气。  

 

2.联想和想象是开放的。考生联想和思考是

多方面的，可结合材料延伸论证，如针对钟

方荣的选择可以联想樊锦诗的选择、南仁东

的选择，要认识自己的个性特征，建立自己

与国家、自己与世界、自己与未来的关联，

增强决策意识、提高选择能力和生涯规划能

力，从更长的时间跨度里去探索个人发展方

向和人生选择。  

 

3.文体选择是自由的。考生可以扣住自己的

思考写成夹叙夹议的散文，书写自己的感悟、

认识和思考；也可以写成议论文，但要突出

文体特点。 

 

【解题】 

本题属于“任务型”多材料作文，包括材料

和任务两部分，主要考查考生认识自我、认

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思辨能力，写作时必须

结合两则材料辩证思考，选择专业时既要考

虑个人的兴趣、爱好，又要与国家、时代的

需要相结合，突出青年学子的责任担当。在

寻找自我兴趣和关注社会需要、国家发展层

面选择，从而找到自己发展之路，这是作文

立意的核心观点，只谈兴趣爱好脱离时代、

国家、社会属于偏题作文。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 专业选择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2. 扬热爱之帆，绘人生蓝图。 

3. 选择专业，拥抱理想。 

4. 正确择业，歌行人生。 

5. 少年心志当拿云，何为“钱途”遮望眼。 

6. 守心之灯塔，搏时代潮头。 

……  

偏题立意： 

1. 爱我所爱。（全篇只谈自己所爱，没有涉

及到家国、时代。）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贴标签严重，忘记

了“专业选择”这个任务，转换其他话题。） 

3. 心系国家，无愧青春。（泛化写作，和“专

业选择”主题任务不吻合。） 

…… 

【范文展示（一）】 

 

守心之灯塔，搏时代潮头 

 湖北孝感高级中学高三（14）班  陈思玙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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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有机会在班会课上发言，我发言

的题目是“守我心之灯塔，搏击时代潮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眨眼间，高中三年的

学习即将结束。站在人生选择的关键路口，

面对眼前纷繁的物质世界，面对复杂的世界

格局，我们是选择“热门”专业，“钱”字

当头的专业，还是遵从内心的热爱和时代的

需要？同学们，我想说，作为时代青年，我

们应谨守心中灯塔，搏击时代潮头！ 

 

 

坚守初心，择一门自己热爱的专业，是

对自己价值的实现和对生命的尊重。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听从你心，

无问西东。”这不仅是一代代先辈试图向我

们传达的教诲，更是作为当代青年应秉持自

己的人生原则。择一事，终一生，无论是仰

慕千古风流的唐诗宋词，而献身于中华文化

的叶嘉莹先生，还是心系国家发展的大国重

器，而致力于研发核潜艇的黄旭华，无一不

是坚守本心，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专业，无畏

他人的眼光，最终收获了人生的幸福。在这

个喧嚣的时代，同学们，我们不能随波逐流，

我们要结合自身情况理性作出判断，像钟芳

蓉同学一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不要

在世俗的“潮流”中失去自我，择心之所向，

我们将会收获幸福。 

 

心系家国，做一份对国家社会有益的工

作，是对社会的回报和对时代的担当。 

 

梁启超先生曾言：“少年胜于欧洲，则

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

球!”作为即将面临专业选择的我们，不仅仅

是家庭的希望、学校的骄傲，若干年后，也

将成为社会的栋梁。在这个最好的时代，有

“嫦娥”探月、“墨子”升空，有“北斗”

组网、“蛟龙”入海，但在这个最坏的时代，

也有新冠病毒来势汹汹，有澳洲山火触目惊

心。我们之所以能拥有春暖花开的今日，是

因为有无数像陈薇这样的院士、像汪勇这样

的志愿者自发担起身上的责任，为我们挡住

了寒冷与黑暗。面对国家的需要，同学们，

我们理应秉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态度，勇接这根交接棒，让我们

以青春昂扬的姿态，面对未来，择心之所向，

不负韶华，为大国献芳华。 

 

习主席曾说：“青年有梦想，有担当，

国家民族就有希望、有未来。”同学们，我

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专业选择上应牢记时

代的使命与担当，坚守心中灯塔，带着梦想

与信念，搏击时代潮头!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点评】 

本文准确把握材料的核心内涵，结合两

则材料辩证思考，对专业的选择有自己的认

识和思考，即“守我心之灯塔，搏击时代潮

头”。文章开篇先表明身份，情景意识很强，

符合发言稿的体式。文章主体部分分别从

“坚守初心，择一门自己热爱的专业”“心

系家国，做一份对国家社会有益的工作”两

个分论点纵向展开论述，结合自身，运用典

型事例，层层递进，结构清晰。文章结尾处

引用名言回扣标题，升华主题，是一篇考场

优秀作文。 

 

 

【范文展示（二）】 

 

从志担责，择我之业 

 孝感高级中学高三（3）班  肖瑶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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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很荣幸能在此次班会上发言，与大家分

享我对专业选择的认识和思考。今天我发言

的题目是“从志担责，择我之业”。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湖南留守女孩报考

北大考古专业这个新闻吧。钟芳蓉家境并不

宽裕，报考了一个没有“钱”途的专业，引

发一片争论。作为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我们

即将面临专业选择这一难题。在社会风气日

益浮躁，金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

我们亟须廓清迷雾，厘清前行方向。我认为，

专业选择不能唯利是图，唯有遵循内心，投

身热爱，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才能成就事业，

迎来“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的人生之春。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选择专业应

追逐志向，而不是唯利是图。 

 

那些认为钟芳蓉应该报考经管热门专

业的网友，和那些沉溺于金融热，计算机热

的社会舆论制造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便是忽视了考生的个人特点和心之所

向。让一个志在考古的人去投身金融，不仅

限制了他的发展，也为国家损失了考古人才。

也许你们会说，金融行业更光鲜、更体面、

更赚钱。我想说，为了金钱而放弃实现自我

价值的人，他的生命意义远比不上追逐心中

志向的人。“我们不是只靠吃米活着。”巴

金如是说。林徽因逐建筑之志，叶嘉莹逐文

学之志，曹原逐科研之志……纵观古今中外，

选择自己所热爱的专业的人往往更能做出一

番成就，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人在时间

长河的冲刷中早已不知归向何处。 

 

因此，我们要明确心中的志向，坚定自

己的初心，不为外界各种“劝退”干扰。如

此，才可能选择真正适合我们自己，体现价

值的专业。 

 

“聚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选择专业应勇担重任。 

 

马克思在面临专业选择时曾言：“青年

在职业选择时应考虑国家之前途，人类之命

运。”揆诸当下，我国在核心科技领域方面

受制于人，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制约我国的发

展，国家需要的，是我们承担起青年学子的

重任，在科研领域躬身入局，以十年磨一剑

的专注精神，潜下心来把冷板凳坐热。在选

择专业时，我们也应考虑国家的需要。“国

势之强由于人”，这份重任倘若不由我们承

担，将由谁承担？倘若人人都是 IT精英，金

融白领，规避所谓的“天坑专业”，一个国

家又怎可能有光明前景？ 

 

同学们，接力棒已传到我们手上，我们

当分外珍惜这一荣光，从志担责，择我之业，

成就有我之业，与时代共担苦乐，助力让国

家振兴！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点评】 

 

本文紧扣材料，针对网友们的争议，理性的

提出了自己对专业选择的理性认识“唯有遵

循内心，投身热爱，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才

能成就事业”。然后针对“唯利是图”的社

会舆论制造者进行了批驳，有理有据，冷静

理智。然后联系现实，剖析现状，采用因果

论证法，列举典型论据，引用名言，号召青

年学子“选择专业应勇担重任”，见解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