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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事不凝滞，理贵变通 

 

钱华南  浙江省淳安二中语文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学月刊》《教学考试》《中

学语文》《作文》等期刊上发表教学论文几十篇，已完成省市级课题多项。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孔子和他的学生周游列国，推行“仁政”思想，

却一直未被真正接受，曾绝粮陈蔡，陷于困

境。对此，子贡主张变通，认为孔子的学说

虽然伟大，但为了便于让天下人接受，应适

度降低要求；颜回则主张坚守，他认为即使

学说不被接受，也应坚持正道，这样更能显

出君子的品格。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感触和思考？学校

举行辩题为“面对困境是否应变通”的辩论会，

正方观点是“面对困境应该变通”，反方观点是

“面对困境不应变通”。假如你是一辩选手，请

选择正方或反方写一篇立论陈词。 

 

要求：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得泄露真实

校名人名，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安徽黄山高三第二次质

量检测语文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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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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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引发考生写作的素

材是有关孔子的真实史料。孔子推行“仁政”

思想陷入困境，子贡和颜回在是否应该变通

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子贡主张变通，适度降

低要求，理由是“为了便于让天下人接受”；颜

回则主张坚守，理由是“应坚持正道，这样更

能显出君子的品格”。子贡更倾向于策略方

法，颜回更倾向于人格坚守。孰是孰非，命

题人并未给出明确结论，考生应针对颜回或

子贡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对二人

的观点作以评判。 

 

2.典型任务的限制。“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

的感触和思考？”要求考生写作要有针对性，

不可泛泛而谈。“学校举行辩题为‘面对困境是

否应变通’的辩论会”，限制考生的写作身份为

“一辩选手”，辩论稿的写作对象是学生，辩论

查看更多
作文解析
请扫码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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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方也是学生，考生应由对象意识和交流

意识；作文的观点源于孔子和学生的经历

——面对困境应该如何处理，作文的内容只

能选择正方（面对困境应该变通）或反方（面

对困境不应变通）其中的一个观点进行阐述，

而且必须是“一辩立论陈词”；作文格式需要符

合辩论稿一辩立论的要求。既然是辩论，考

生无论选择正方还是反方，必须观点鲜明，

不可骑墙；辩论语境下，考生应选择议论文

体。  

 

3.价值判断的限制。不管是子贡主张变通，

还是颜回主张坚守，带给考生的影响都是正

能量的。因此，作文材料中的辩题“面对困境

是否应变通”，辩论双方所持的观点也都应从

正面去阐释面对困境采取何种选择，体现立

德树人的育人目的。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考生可以选择正方观点是

‘面对困境应该变通’，也可选择反方观点是‘面

对困境不应变通’”，只要扣住上述观点进行阐

述即可。双方观点共同的关键词是 “困境”和

“变通”，不同的关键词是“应该”或“不应”。因

此，作文可选择的立意应有两种，考生只需

选择有话好说的立意即可。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材料中“学校举行辩

题为‘面对困境是否应变通’的辩论会”，考生

可以在材料基础上延伸论证，援引事例，佐

证观点，也可辩证思考，也可荡开一笔，面

对国家、社会、国际或自身等问题应作何选

择。考生既可以立足现实，也可以回顾历史，

还可以畅想未来。阐述选择“应该变通”或“不

应变通”的理由或优点时，所举的事例或引用

的名言也都是极为广泛和自由的，只要符合

观点，古今中外皆可入围。 

 

 

【解题】 

本题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重点考查考生理

解材料、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

言表达能力。作文材料先通过孔子和学生在

周游列国宣传“仁政”思想途中遇到困境的事

例创设了作文的情境。子贡与颜回两种主张

各有其前提，因此，在这前提下辩题，正方

和反方的观点也不应违背其前提。考生畅谈

应该变通或者不应变通的理由，落脚点应该

在“应该”或“不应”两个词语上。作文内容必须

是辩论赛中的一辩立论陈词，需要符合一辩

立论稿的格式要求，同时考生还要要注意立

论与驳论的区别。立论，是指对某个问题提

出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的意见。驳论，是

指反驳对方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自己

的观点和意见。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 初心不改，君子品格。 

2. 面对困境应坚守初心，不应变通。 

3.  坚持变通，走出困境。 

4. 为行大道，坚持变通，更见君子品格。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3 

5.  坚持变通，走出困境，才是正道。 

…… 

 

偏题立意： 

1. 面对困境，我们到底是应该变通还是不应

变通？（未明确辩论稿观点鲜明的特点。） 

2. 面对困境，我们应该反对不变，选择变通。

（忽略“立论陈词”的要求，写成“驳论陈词”的

格式。） 

…… 

 

 

【下水文】 

 

面对困境应该变通 

 

尊敬的主席、各位评委、对方辩友和亲爱的

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本次辩论赛的正方代表，

关于“面对困境是否应变通”的辩题，我方

的观点是：面对困境应该变通。 

 

所谓变通，是指依据不同情况，做非原

则性的变动。子贡主张变通，是建立在孔子

师生在推行“仁政”思想时陷于困境的基础

上，子贡的主张变通，“适度降低要求”，

并没有对孔子的学说做出原则性的变动，其

目的还是为了便于让天下人接受孔子的“仁

政”思想。 

 

面对困境应该变通，孔子用实践行动告

诉我们这个道理。 

 

事实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是

一个面对困境能够做出变通的践行者。面对

周游列国也无法实现他的“仁政”思想的困

境，孔子在发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感

叹之后，做出了变通，回到家乡用整理编订

文献的方式来继续推行自己的“仁政”思

想，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被后世

尊为“至圣”“万世师表”，被列为“世界

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面对困境应该变通，我们党的发展史告

诉我们这个道理。 

 

翻开我们党的发展史，1927年大革命失

败后，面对革命发展的困境，我党做出了变

通，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主张，

为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打下了基

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国家发展

的困境，我党又做出了变通，作出了实行改

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为我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真正使我

们中国人由“站起来”到“富起来”。 

 

面对困境应该变通，当前的社会现实告

诉我们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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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家乡下庄村四周高山绝壁合围、世

世代代几乎与世隔绝的发展困境，当代“愚公”

毛相林带领村民做出了变通，向绝壁要天路，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让乡亲们过上了富裕文

明生活。面对当前严峻的“抗疫”形式，如果不

进行变通，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促进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还是坚持“各人自扫门前

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么，共创和平、安

宁、繁荣、开放、美丽世界的美好愿望就如

同水中月、镜中花。 

 

面对困境应该变通，我们的学习生活告

诉我们这个道理。 

 

尽管学习是我们的主要职责，但如果只

打疲劳战，不讲究科学安排，即使你一天 24

小时都用在学习上，那也是事倍功半，甚至

是倒退。面对学习上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

办？学习累了，要变通，要休息，要锻炼，

休息、锻炼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能更高效地学

习。自己一个人钻研问题久了，没效果，要

变通，要问老师，要问同学，问老师、同学

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易经》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面对困境应

该变通。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面对困境应

该变通。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正方一辩：XXX 

XXXX 年 X 月 X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