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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 居安思危勇担当，奋发有为谱华章

付强 市级优秀教师，多年高考优秀阅卷教师。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北宋嘉佑六年，26 岁的苏轼参加考试，写下

《教战守策》一文，文章开头有言：“夫当

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

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

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苏轼所言具有启示意义。请写一篇文章，体

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结合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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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为布局未来教育科技研究院

精选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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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国家认同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情境内容主要是苏

轼《教战守策》中的一段文字，意思为：当

今百姓的隐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

平安却不知道危难，能够安逸却不能够劳苦。

这种隐患现在尚未显示，但是将来会显示出

来。（如果）现在不谋划应对策略，之后（等

到这种隐患显示出来）那将无法挽救。”从

中可以看出其主要是在强调统治者的隐患在

于居安不思危，耽于安逸而不思奋斗，不能

够未雨绸缪。考生在理解材料审题立意时，

要着重围绕居安与思危，安逸和奋斗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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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来思考，主要阐释清楚居安为什么要思

危，安逸要不忘奋斗，怎样去解决诸如此类

的问题，不可偏离或另起炉灶。

2.典型任务的限制。“苏轼所言具有启示意

义”，苏轼所言是思维的出发点，感悟和思

考方向在其于对今人的“启示”；写作身份

“你”默认为当今中学生。

3.价值判断的限制。题目体现了强烈的忧患

意识和时不我待的奋斗精神，考生要能够对

自我的处境和当前社会、国家所处的国内和

国际形势有主动的观照意识，从而体现出“文

章合为时而做，歌诗合为事而著”的行文理

念；还要体现出作为当代青年面对时代机遇

和挑战并存，心怀家国，心存忧患意识，居

安思危，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开放性：

1.立意角度的开放。从材料内容和任务指令

综合来看，立意角度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1、

在思维角度的选取上，材料中“知安而不知

危，能逸而不能劳”这两个大的方向，可以

择其一，亦可以同时并行；2、可以从“知安

而不知危”和“能逸而不能劳”的后果角度

警示人。3、可以从个人、社会、国家层面分

析“知安而不知危”和“能逸而不能劳”的

危害；4、可以在批评“知安而不知危”和“能

逸而不能劳”的前提下立意“居安思危、努

力奋斗”……考生只要是围绕“知安而不知

危”和“能逸而不能劳”这个关键点来展开

思考即可。

2.联想和思考的开放。材料主要从“知安而

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两个方面方面来展

开，考生可以据此在行文选材上展开丰富的

联想和思考：1、思维可以穿越古今，历览前

贤国与家方面的事例进行对比思考；如唐太

宗对“居安思危”的认知和实践，“温水煮

蛙”的事例等。2、可以利用关于居安思危忧

患意识和能逸而不能劳方面的经典言论作为

立论议论的根据；如《左传·襄公十一年》: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欧阳

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比

尔盖茨有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

18 个月。”3、还可以挑拣有代表性的时事

入文进行深刻分析，阐释论点。如对疫情暂

时平息之后的应对和思考，中美博弈之下的

认知，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年角色的

定位等。总之，考生可以结合自己多方面的

积累、多维度的认知和生活体验来进行写作，

可以探讨的内容很多。

3.文体的开放。考生文体的选择是自由的，

如果侧重感性，可写成记叙文或记叙性散文；

如果侧重理性，可写成议论文或议论性散文，

但文体特征必须明确。

【解题】

这是一则典型的古今融通类二元思辨性任务

驱动型作文，题目以青年苏轼的考场文章《教

战守策》中的一段关于深具忧患意识的文字

为载体，一方面引导考生在“知安而不知危，

能逸而不能劳”之间进行二元思辨，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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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考生以居安思危，勇于奋斗为话题，观

照自身现实，家国处境，民族复兴。既能较

为充分地调动考生的思辨能力，又能引导考

生思考个人与时代，过去和当下，当前与未

来，拼搏和奋斗，责任与担当等价值观的范

畴的问题，引导考生坚定文化自信、提升道

德品质、厚植家国情怀。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居安思危，勤而有为。

2.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常怀安逸之患，行践危劳之思。

4.居安思危放眼长远，立足当下奋发有为。

……

偏题立意：

1.警惕精神缺陷蔓延年轻一代。（泛化核心

概念“安危”“逸劳”，不能紧紧围绕材料

中心“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来进

行论述。）

2.以民为本，预见未来。（断章取义，不能

整体把握材料中心内涵，把民患“知安而不

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简单理解为以民为本，

把“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理解为

为“预见未来”，属偏题立意。）

3.立足当下，未来可期。（过度扩大材料的

理解范围，偷换核心概念，属偏题立意。）

……

【范文展示】

居安思危勇担当，奋发有为谱华章

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陈思玉

北宋嘉佑六年，青年苏轼挥笔写下《教

战守策》一文。文章开头有言：“夫当今生

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

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至今激励人们，居安思危勇担当，奋发

有为谱华章。

“知安而不知危”，亡其身，祸其国，

毋庸置疑，应舍弃。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于个人，

忧患意识是生存的必需品，是成功的通行证。

一个耽于安乐的人，必将被竞争所淘汰，被

时代所抛弃，被安乐所灭亡。越王勾践卧薪

尝胆，吴王夫差奢侈享乐，最终勾践破吴，

夫差落败。这是血淋淋的例子，是鲜红的警

示。于国家，忧患意识，是长盛不衰的秘诀。

孟子有言，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

患者，国恒亡。回望历史，清政府的安于现

状导致了后来的“遍地腥云，满街狼犬”。

这些惨痛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提醒我们安

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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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逸而不能劳”，为可耻，奋发有为

才是青年人的行动指南。

国际歌中唱道，“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也没有神仙上帝，要创造大家的幸福，只有

靠我们自己。”没有奋斗，山区还是贫困，

人民仍是受苦，没有奋斗，深圳还是渔村，

浦东还是沉寂。身为青年，我们应奋发有为，

继承前人的奋斗精神。像牛一样劳动，像土

地一样奉献，始终铭记“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用劳动开辟新的天地，用实干书写新

的华章。

“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青年要有责任担当。

“我们把该打得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

就不用打了。”《长津湖》里这句台词让无

数人热泪盈眶，人们感动于他们的勇敢无私，

而我从其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抗

美援朝这场仗必须打，他们若“不为之计，

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我们在英雄的光辉

下成长，被英雄保护着，如今，曾经的英雄

老去，我们即将成为新的英雄，我们也应勇

敢地挑起时代大梁，为我们的后人而计，为

我们的祖国而计。

总书记曾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厚重史书上的每一页

都在告诉我们，居安要思危，好逸更不能恶

劳，要勇于担责，不怕困难，义无反顾。青

年苏轼领悟到了这个道理，并著成文章，而

今我们有幸读到，应当有所启发，敢于作为，

有所做为。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愿广大青年能有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之志，知危为

航，担当为舟，以奋斗为桨，乘长风破万里

浪。

【点评】

本文紧扣材料主要内涵“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劳”和任务指令，准确立意，条理

清晰，结构严谨。围绕“居安思危勇担当，

奋发有为谱华章”这个中心论点，开篇先阐

释材料提出观点，切入作者的的感悟与思考，

分别从舍弃“知安而不知危”、耻于“能逸

而不能劳”、“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

可救者”的担当责任三个方面对“启示”的

丰富内涵展开论述，结构井然有序。综合看

来，议论有力，论证严密，显示了较好的说

理素养和较高的思维品质，是一篇优秀的考

场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