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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攀枝花第二次全市统考：补“短”续发展，精“长”开天地

赵岚昕 攀枝花市中学语文教研员，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市骨干教师。

陈放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高级教师，高三语文教研组长，四川省韩先才语文名师工作成员。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只木桶，所能盛放的水，不是由最长的那

块板子决定的，而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

的。这就是过去所说的“短板理论”。受此理论

影响，我们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提高自己

的短板。在如今这个分工越来越细的年代，

有人认为“短板理论”就显得有点过时了，“长
板理论”已经代替了原来的“短板理论”。这种

观点持有者认为：决定一个人上限的因素，

不再是短板，而是你的长板，所以一个人在

成长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去弥补和规避弱点，

而是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化 。

上述材料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实际

情况写一篇文章，体现你对人生的思考、对

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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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攀枝花市 2022 届高三

第二次全市统考语文作文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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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 自我管理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国家认同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 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性。这段材料总共由六句

话构成，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三句话为第

一个部分，谈的是“短板”，即短板理论的内涵

（什么是“短板理论”）和影响（因为短板重要，

所以要提高短板），后三句话是另外一种人

的观点：“短板理论”过时，今时今日应该提倡

“长板理论”，他们认为长板决定一个人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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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度，应该发扬自己的长板或优势（注意：

他们并没有回避“短板”），让自己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也就是“扬长”。考生写作要针对这

两种观点展开，不可脱离材料行文。

2.典型任务的限制性。“上述材料给了你什么

样的启示”，限定考生立足于材料中的“短板理

论”与“长板理论”表达自己所受到的人生启示；

任务要求考生“结合实际情况”，即社会现实或

个人实际情况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对社

会的关注。

3.价值判断的限制性。价值评价要依据材料

准确判断，材料中的“短板理论”和“长板理论”
均为正向的价值评判，考生可以比较权衡哪

一种理论更适合社会人生，不可简单否定。

开放性：

1.立意角度的开放性。“上述材料给了你什么

样的启示”，写作重点应放在“启示”上，针对

两种理论，考生可以赞成“短板理论”，也可以

赞成“长板理论”，还可以合二为一“扬长也需

要补短”，根据具体情况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

2.联想和思考的开放性。考生可以自由联系

社会现实，理解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需要“扬长”而自信，也需要“补
短”均衡发展，只要言之成理，切合材料，都

符合要求。

3.文体是开放的。考生可以理性思考如何借

助“短板理论”或“长板理论”思考人生发展问

题，写成议论文；也可以感性表达对生活中

如何补短或扬长，写成记叙文或散文。

【解题】

这是一道材料二元作文题。主要通过考生对

“短板理论”与“长板理论”的理解与辨析，培养

思辨能力和批判质疑能力，引导考生观察、

思考社会人生，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生

活、对待人生。题目的任务部分只要求考生

由材料中的两种理论去延伸思考社会人生，

除限制思维方向外，其他限制性不强，更便

于开放写作。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补齐短板，增长长板。

2.精耕一隅，杂耘四方。

3.择己善者而扬之，择己弱者而改之。

4.纠错盈己补余短，为人行事扬己长。

5.避短以行稳，扬长以致远。

6.补己短板，均衡发展。

7.长短相融，全面发展。

……

偏题立意：

1.生命的动力。（偏离任务要求。）

2.君子以自强不息。（脱离任务要求，跑偏。）

3.整体与部分。（失去针对性，走向话题写

作。）

4.在可为时代，做有为青年。（偏离题旨。）

……

【范文展示一】

补“短”续发展，精“长”开天地

（对偶拟题，亮明观点。）

一只木桶，它能承水的上限由它的短板

所决定，故有人认为“短板理论”乃真理。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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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分工愈细的新时代，将优势最

大化，长板理论才是硬道理。我认为，“补短

板”与“精长板”同样重要。补“短”得以续发展，

精“长”得以开天地。（简洁引用材料，提出观

点。）

补短板，弥弱点，续个人之长远发展，

无畏困难险阻。（从“补短板”角度，提出分论

点一。）

在东京奥运会脱颖而出的中国小将全

红婵，之所以在小小年纪变脸成水花消失机，

乃是她平日里刻苦训练，找缺点、补弱点的

结果，一日上百跳的艰辛，一遍又一遍地找

自己的弱点及不足才让她一路披荆斩棘夺回

金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的马龙同学如此，

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弱点，加以弥补，才造就

了完美的“六边形战士”。个人如此，国家亦如

此，中国曾在高新技术自主创新方面与发达

国家存在不断拉大的差距，所以，中国提出

来“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提高我

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链转型升

级。（举两个事例，论证分论点一，并由个

人到国家，引类延伸，体现对社会的思考。）

精长板，发挥个人优势，开新天地于新

时代展芳华。（从“精长板”角度，提出分论点

二。）

中国飞人苏炳添，在身高和腿长方面不

占优势，便发挥自己体力和弯道加速优势，

不断突破个人极限。我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

也体现这个特点充分发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势，发挥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员干

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由中央到地方制定起一

套完备的防疫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优势对大会，得以保民生，开复

工复产新天地。（举事例，由个人到社会制

度两个角度论证分论点二。）

“精长板”与“补短板”齐飞，补缺点与展优

势并行，为国家发展蓄动力。（综合“长板”
与“短板”，提出分论点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推进贫困人口脱

贫，补上了人民生活难以保障这一弱点。不

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这一显著优势，乡村振兴，区域

协调发展不断深入推进，新发展格局进步铸

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归家发展稳步前进。（举

例论证分论点三。）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既应注重找自

己的弱点，弥补其不足。又要懂得发挥自己

的优势不断开辟新天地，要稳稳接牢时代的

接力棒，为国家发展完善自我，积蓄力量，

补短以续发展，精长而开天地。（联系自身，

发出号召，青少年既要弥补不足，又要发挥

优势，以开新天地。）

【点评】

本文观点鲜明，文章结构层次清晰，先分后

总，表达自己由“短板理论”和“长板理论” 所

得的人生启示，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

注与思考。拟写分论点清晰又逻辑层次分明，

能用丰富的事例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一篇不

错的考场作文。

【范文展示二】

精耕一隅，杂耘四方

（比喻入题，含蓄隽永。）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时代洪流滚

滚向前。无论是过去的“短板理论”，还是现在

的“长板理论”，如果持“一点论”是否有些偏颇

呢？我的回答是：精耕一隅，杂耘四方。（开

篇设疑，提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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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一隅”，努力发扬自己的优势。（提

出分论点一。）

《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工匠精神历久弥新，永不褪色。曹雪芹

为著《红楼梦》，批阅十载，删减五次；当

代“愚公”毛相林，用数年时间开辟通天绝壁路；

马尔克斯为《百年孤独》的一个开头，构思

了十五年……经典的作品离不开千锤百炼的

过程，实现自身的长处，从而经典永流传。

（举例论证，排比铺陈，增强了文章气势。）

由此可见，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一亩方田中精

耕细作，最终收获繁硕的果实。正如《师说》

中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们每

个人都应发扬“长板理论”，精耕一隅，努力凸

显自己的长处。（引用《师说》语，再次强

调论点。）

“杂耘四方”，努力弥补自己的短板。（提

出分论点二。）

李泽厚先生曾言，太恨自己的人生不能

太“杂”，以致不能再有较大的学术突破。（引

李泽厚的话，从反面论述需要“杂耘四方”。）

当今时代光速前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何

处是生门，何方有出路？我的回答是：杂耘

四方，以不变应万变。在成长的土壤里，我

们要耕耘理论与实践，语言与技能……让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形成健全人格强健体

魄。作为当代高中生，我们的“杂耘四方”则是

大学科均衡发展，努力规避自己的短板，为

高考胜利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每个人还应

该践行“短板理论”，杂耘四方，努力弥补自己

的短处。（联系自身实际，从“短板理论”角度

谈每个人还需要“杂耘四方”，弥补自己的短

板。）

曲悠长，笔墨香。如果我们只是认为“精
耕一隅”是真理，或一味地“杂耘四方”，那么，

一切都可能是一轮水中的月，一朵镜中的花，

可望而不可及！唯有“杂耘四方”努力补齐自己

的短板；同时，“精耕一隅”，努力长扬自己的

长处，才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添砖加瓦。

（提出了“精耕一隅”与“杂耘四方”两者并重。）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路口，不管是

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发展都需要扬长补短，精

耕一隅，杂耘四方，方可获得一片生机。（联

系社会现实，发出号召，补己之短，尽己之

长，尽绵薄之力助推祖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