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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追求自身完美，选择利国之业 

郑镇濠  新兴县第一中学教师，多次参与高三模拟题的命制，对试题解读详细，帮助学生理解透彻，在教学

中秉持“育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 

调查显示，十年前，年轻人择业更倾向于教

师、医生、警察、建筑工人、手工业者等传

统职业。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传

统职业没有发展前景，赚钱少，工作累。他

们更青睐网络主播、电子竞技运营师、密室

NPC、收纳师、调饮师等新兴职业。 

 

材料二 

马克思在《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思考》中

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

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

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

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身

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

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

美。” 

 

以上关于“择业”的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思

考？请据此写一篇发言稿，在学校的职业生

涯规划课上与同学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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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实践创新：劳动意识  问题解决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批判质疑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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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围绕着职业生涯规

划，就“择业”这个中心话题提供了两则材

料，材料一列举当今年轻人择业时更愿意选

择新兴职业，原因却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活

安逸的现象。材料二则引用马克思关于如何

择业的论述：择业应兼顾人类的幸福和自身

的完美，二者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前者可以

构成实现后者的前提条件。这一论述体现的

是从他者出发、成全他人也是成就自我的择

业态度。两则材料构成对比关系，所呈现的命

题意图也比较明显，即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在

择业时妥善处理好人类幸福（成全他人）与自

身完美（成就自我）两者间的关系。考生要基

于材料展开联想和思考，不可另起炉灶。 

  

2.典型任务的限制。“以上关于‘择业’的

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思考”，考生要针对“择

业”的材料，围绕“择业”问题展开联想思

考；“在学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与同学们

交流”，考生的写作身份为高中学生，写作对

象为本校同学，文章体式为发言稿；“交流”

在题目中是交流关于职业选择的意见、看法，

文体以议论文为宜。 

 

3.价值判断的限制。材料一和材料二是两种

不同的职业观，材料一中，“认为传统职业没

有发展前景，赚钱少，工作累”这句话暗含否

定和批评；马克思在《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思

考》中的话则指出要为实现“人类的幸福和

我们自身的完美”而选择职业。在选取素材

时，考生要使用正能量的素材，传递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本题以“择业”为话题，

任务设置开放性强，在立意时，考生可以综合

材料一、二，立意为：青年人应有健康的择业

观；青年择业要兼顾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

美；为人类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过得更完

美等等。同时，考生还可以辩证思考，通过分

析网络主播、电子竞技运营师、密室 NPC、收

纳师、调饮师等新兴职业受欢迎的原因，以退

为进，增加论证的深度，立意为：网络主播虽

好，但择业更应考虑个人特长和社会需要；网

红虽好，但择业仍需考虑人类幸福。 

 

2.联想是开放的。本题联想的层面非常多。

如考生可以列举那些为实现“人类的幸福和

自身的完美”而做出职业选择的人，如张桂

梅选择成为教师，驻扎大山；樊锦诗选择成为

文物学家，驻扎敦煌；焦裕禄选择成为基层工

作人员，服务人民等等，这些人将职业选择与

自我价值实现联系在了一起，实现了人类幸

福以及自身完美（个人价值）。还可以针对

“网红现象”做出评论，如女主播薇娅偷税

漏税、辛巴贩卖假燕窝等，他们选择了“网络

主播”的职业，实现了“自身的完美”（侧重

于物质层面）却没有守住法律的底线，为利益

驱使而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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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 

本题是一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主要考查价

值观，体现立德树人的命题思想。关于择业，

题目提供了两种择业观，两种择业观构成对

比，引导考生面对两种择业观进行价值权衡，

从而培养正确的择业观。两种择业观的对比

也为考生提供了思维导向，考生可在对比论

证中激浊扬清。题目内容贴近考生生活，考生

有话可说。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青年人应有健康的择业观。 

2.青年择业要兼顾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 

3.为人类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过得更完

美。 

4.追求自身完美，选择利国之业。 

…… 

 

偏题立意： 

1.向往网红，成就完美自我。（价值取向错

误。） 

2.择业需要物质先行。（价值取向错误。） 

3.职业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范围过大，没

有针对性。） 

…… 

 

 

【范文展示】 

 

追求自身完美，选择利国之业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很高兴在学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与

同学们交流。我发言的主题是，职业选择应追

求自身完美，选择利国之业。（开门见山，亮

明论点。） 

 

十年前，年轻人择业更倾向于教师、医

生、警察等传统职业。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他们更青睐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但他

们艳羡网红，向往成为主播，其实并非源于兴

趣，而是因为传统职业没有发展前景，赚钱

少，工作累。幻想着“一夜成名”，如李佳琦

“一夜暴富”，只需对着屏幕笑靥如花，便有

打赏源源不断。还能告别秉烛的夜晚，告别如

山的试卷，告别酸涩的眼和僵直的背。想当网

红，不过是想避开寒窗苦读的苦与泪罢了。这

种选择的背后不是理性的思考与责任的指引，

只是拒绝奋斗的颓丧，是目光短浅的浮躁与

功利。（结合材料一分析当下很多人“艳羡网

红，向往成为主播”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批

评。） 

 

同学们，职业选择不能单单追求物质利

益的丰盛，而应追求自身的完美。（分论点一，

职业选择应追求自身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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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来说，选择新兴职业未尝不可。

但如果年轻人觉得传统职业赚钱少、工作累

而选择新兴职业，那就值得深思了。所择之业

不是出于兴趣，不是基于特长，那不但成就不

了自己，可能还会因为选错了位置而毁掉自

己的未来。如果我们让李佳琦和全红婵换一

下位置，让网红去跳水，让跳水运动员去当主

播，结果可想而知。比尔·盖茨因爱好软件事

业而投身其中，终成世界首富，而非追求成为

首富而选择软件事业。孔子说，“知之者不如

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在选择

职业上是依然有指导作用。（道理论证和实例

分析有力论证职业选择应追求自身完美。） 

 

同学们，职业的选择还与国家、社会息

息相关。（分论点二，职业选择应考虑国家以

及社会因素。） 

 

“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都与我有

关”，无数人对此作出了生动的诠释。58年

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24岁的青年人扎根塞

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在风沙肆虐的

茫茫荒原创造了绿色事业；同在那一年，年轻

的樊锦诗深入大漠，在艰苦与孤寂中坚守半

世纪，以保护敦煌为终身事业。还有放弃百万

年薪选择回到最贫困山村的秦玥飞，疫情当

前不计报酬的最美逆行者……“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成为他们自觉践行的择业观。

心中有他人，心中有社会，才能在每一份职业

中无愧于心，才能实现自身的完美与人类幸

福的统一。（用丰富、鲜活例子论证分论点

二。） 

 

诚如马克思所言，在职业的选择上，个

人的完美与人类的幸福并非敌对、互相冲突

的。时代与祖国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多职业选

择，我们的奋斗与收获，也能为国家的建设添

砖加瓦，为时代的幸福增色，这是一个成就与

自我成就的过程。将个人选择与国家发展相

统一，融“小我”于“大我”，则涓滴可汇聚

成汪洋，个人与时代共成长。（升华主题，指

出我们要将个人选择与国家发展相统一。） 

 

同学们，作家路遥曾说，只有初恋般的

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

事业。愿我们带着热爱，选择理想的职业并为

之奋斗，做时代中的一颗星，点缀时代的天

空，让更多人分享璀璨星光！（呼告式结尾，

感染力强。）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