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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审时度势，无愧于心

王建红 中学高级教师，陕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中学语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

官。新课标大语文课题组骨干成员，董一菲诗意语文工作室中考高考前沿栏目主持人，曹公奇名师

工作室成员。宝鸡市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全国教科研优秀实验教师。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

谁能把他们赎出来，谁就可以到国库中报销

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了

一个鲁国人，回国后 ，却拒绝收下国家给

他的赔偿金。

子路曾经救起了一名落水者，那人为了感谢，

送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时隔两千多年，古人的做法仍然启迪着今人。

高三（1）班举行班会，同学们围绕这个故事

展开讨论，有人赞同子贡的做法，有人赞同

子路的做法，有人认为子贡、子路都有自主

判断和自由选择的权力。你怎么看呢？请写

一篇发言稿。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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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干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陕西省宝鸡市 2021 年高

考模拟检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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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善学 勤于反思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提供的是两则对比

性材料，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回沦为奴

隶的鲁国人，却拒绝收下国家给的赔偿金。

子路救起了一名落水者，收下那人送他一头

牛。两人都是救人助人，所不同的是一人拒

绝了赔偿金，一人收取了答谢礼。考生所探

讨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人的问题，而是针

对 “子贡拒收国家赔偿金和子路收下被救

者之礼”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材料中的

三个“有人说”都是针对此而言，这也是对

考生思考方向的一种提示和启发，考生写作

要注意针对性。

查看更多
作文解析
请扫码关

注

“新课标
大语文”

微信公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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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任务的限制。“高三（1）班举行班会”，

这个情境限制了考生的写作身份为高三学

生，写作对象为同班同学和老师，考生写作

要有对象意识和交流意识； “你怎么看？”

暗示考生与同学交流自己对子贡、子路的作

法的认识，表达自己的观点，应选择议论文

体，文章体式为发言稿；三个“有人”提醒

考生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对“子贡拒收国家赔

偿金和子路收下被救者之礼”的认识和思考。

3.价值判断的限制。“时隔两千多年，古人

的做法仍然启迪着今人”，这句话提醒考生

要从故事中吸取可取之处。对子贡和子路助

人救人的行为应持肯定态度，对子贡拒收国

家赔偿金和子路收下被救者的谢礼的行为不

可作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考生要分析的是

谁的做法更加可取的问题。

开放性：

1.写作角度相对开放。考生既可赞同子贡的

做法，也可赞同子路的做法，也可认为子贡、

子路都有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的权力，选择

不同的观点，就会有不同的理由，这样又可

以细化出更多的观点。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借古知今，学史明

理，学史力行，考生可以在材料基础上延伸

论证，比较分析那种做法更加合理；也可联

系今人时事，完成“启迪今人”的任务。如

可以联系当前党史学习中主张无私奉献的要

求比较谁的境界更高尚，也可从社会治理的

角度比较哪种做法更容易引发人们对助人救

人行为的效仿。

【解题】

本题属于新材料任务驱动型作文，重点考查

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等思辨能力，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写作

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做好事后该不该收取

回报的讨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

更多的人参与到爱人助人的活动之中。

题目语料为历史故事，两人两事两段。子贡

的故事较详，在鲁国法律规定可以报销赎金

的前提下，子贡在国外用自己的钱赎取鲁国

奴隶后拒收赔偿金；子路见义勇为，救起一

名落水者，然后收下了落水者为表谢意的一

头牛。一拒一收是材料的重点，“拒”体现的

是“义”，“收”则是为了肯定“善”，鼓励更多的

人为“善”。写作时不能简单地扬“拒”贬“收”，

此语料来自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5，这可能有

助于学生写作，让学生有话可说。但也可能

干扰考生写作，使之陷入思维定势，考生写

作前要认真研读材料之后的驱动任务，明确

情境和任务之后完成本次写作任务。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给好人好报，为善行助力。

2.以为善之道，行善之事。

3.善亦有道，善举理应有回报。

4.善举有报，人人趋之。

5.行善为“义”不为“利”。

……

偏题立意：

1.该不该做好事。（曲解材料，题目核心是

讨论做好事该不该收取报酬。）

2.做好自己，要有个性。（忽略任务，走向

话题。）

3.选择的自由。（不读材料，针对性不强。）

4.对金钱的态度。（断章取义。）

5.与人为善。（断章取义。）

6.做好事不留名。（忽略任务，题目要求讨

论做好事该不该收取报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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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展示一】

审时度势，无愧于心

高三 23 班见国艳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的班会课我与大家一起交

流子路和子贡对待答谢者的酬金和礼物的不

同态度问题，我认为二人都有自主判断和自

由选择的权力，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面对具体问题，不同处境会作出

不同决定。

子贡，为国家救人却拒收酬谢，因为子

贡心中的道义认为，救人本应是件侠义之事，

若是夹杂了钱财的回报，就成了带有功利性

的目的，既然救人不是为财，酬金自然不会

接受。子路救落水者，是出自本身的善良和

仁爱之心，别人给予他回报却与钱财无关，

是对他救人这一做法的肯定和感谢，他收下

才是对这个人的尊重。

其次，面临对象不同。

子贡拒绝的是国家钱财，而子路接受的

是个人的感谢。鲁国的规定是冰冷死板的，

而一个人的感恩之情却是温暖的，我们应怀

着善良与感恩为人处世，而并非为了功名利

禄去做好事，因此面对不同境况，每个人都

有自主选择和判断的权力。但只要怀着一颗

真诚感恩之心，做到无愧于心便好，我们生

活的社会应是有感情、有温度的，我们可以

接受一个贫困人价值不高的感谢物品，因为

它盛装着人性的温暖。若为钱财权势等功利

的东西而去帮助他人，这样的人和冰冷的机

器无异。为人处世做任何事都没有标准的做

法与答案，面对规则，我们要有自己的认识

和判断，我认为坚守心中的道义，不被功利

驱使，一切美好的善良与感恩都应源于本心。

第三，行小善不求小利，但受点滴当报

涌泉。

行善，是责任，更是道义。正如“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行善者不求回

报，但受益者不应选择忘记。正因如此传承，

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庚子鼠年，雪落无声，

不计回报，不畏生死，一道道请命，一次次

奔赴，“中国人总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

很好”，正是这传承千年的不为利而行善，成

就了此番华夏大国。无关祸福，只为家国安

康，无为小利，只求山河无恙。

第四，与人打交道，要注意双方情感的

互通。

子路接受一头牛，是承了对方的感恩之

情，是尊重对方的体现；子贡拒绝赏金，是

认为救人之事不能以获取财物为目的，而只

从道义出发。其实他们都选择了与人为善，

成人之美，同时两个不同的人面对不同对象

与世界都有自己的思考，他们有自己选择无

愧于心的权利，且每个人本就不同，我认为

只要审时度势，坚守道义，无愧于心就好。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只要行善的

态度和信仰不改变，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判断

和自由选择。我认为只要坚守善良感恩的道

义，做到审时度势，无愧于心便好。

【点评】

文章开门见山点明自己的观点，二人都

有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的权力，不能一概而

论。然后紧紧围绕材料，从处境、面临对象、

行善受益、情感互通四个方面分析观点的正

确性。全文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层次清晰，

结尾段既呼应了题目，又采用反问句式，收

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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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展示二】

善亦有“道”，善亦有“报”

高三 21 班 高心怡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善亦有

“道”，善亦有“报”。对于子贡做了善事

不求回报的善举和子路行善收取报酬的做

法，我更赞同子路的做法。

善亦有道，善是人的本性，善良的天性

促使人们向上向善做好事，而“道”就是人

们做好事的方法，做好事行善要注意方法，

受恩要回报。做了善事不求回报的子贡当然

是善者，但收取了报酬的子路又何尝不是

呢？善良是不求回报的，但善良却是应该回

报的。

善亦有“道”，孔子曾要求子贡收下酬

金，这才是大善。

如果人人效仿子贡不收赔偿金，那么还

会有流落别国的鲁人被赎回吗？可见人与人

的条件是不同的，政府有此主导，那么收取

回报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子路救人收取

牛作回报，弘扬的是行善为善、知恩图报的

风气，这样号召更多的人行善事，可不是一

件天大的善事。

时隔 2000 年的今天，古人的做法依然

启迪着今人。

一生奉献于医的屠呦呦被授予诺贝尔

奖；抗洪一线牺牲的战士陈陆被授予感动中

国荣誉称号；为国戌边的将士们被记下功

勋……这是时代的精神，这是对他们所做出

功绩的高度认可与赞扬。时代精神被呼唤，

为国奉献，为人民谋利的善举被推崇。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向善的指引。善亦有“道”，

我们推崇善举以高度的赞扬作为回报。“善”

的精神被弘扬于整个社会之中，激昂着每个

人向善。

善亦有“道”，善亦应有“报”。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寒冬；

为光明引领者，不可使其沉没于黑暗；为世

人奉献者，不可使其不得报。回报他人的善

是“道”的最高形式。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我们都在受恩与回报中生活，“知恩图报”

古已有之，不求回报是一个人做善事的信念，

但知恩图报，有恩必报才是一个人的本份。

善亦有“道”，善亦有报”。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有“道”有“报”，让社会充

满正能量，所以我赞同子路的做法。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点评】

本文题目就是一个亮点，除了形式对称

外，内容上分别从“行善”与“回报”两个

角度展开；文章除了对子贡做了善事不求回

报的善举和子路行善收取报酬的做法进行比

较权衡之外，还能结合社会实际，写出古人

的做法对今人的启迪，体现了考生对题目的

精准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