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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山东高三三诊：让梦想照亮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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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位 31岁农民工陈直引发网络热议。

因为他不仅阅读海德格尔著作，今年还尝试

翻译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

有人给他加油鼓劲，有人怀疑他作为农民工

的研究水平，也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存处境，

劝他投身现实生活更重要；还有人认为哲学

是门“高冷”的学问，对普通人的生活没什么用

处……

这件事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写一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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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山东省 2022 届高三第

三次诊断考试语文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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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人文底蕴：人文情怀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触发写作的是 31岁

农民工陈直因为阅读和翻译相关的哲学作品

而引发网友热议一事，网友的热议中有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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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加油鼓劲”的，有“怀疑”的，有“关心”并“劝”

的……提醒考生围绕陈直的举动谈自己的思

考和感悟，不可脱离材料，泛泛而谈。

2.典型任务的限制。“这件事引发了你怎样的

思考和感悟”，考生写作针对的应是陈直读哲

学一事，即如何看待材料中陈直的举动。强

调需要结合材料来谈。针对陈直的做法，网

友采取的是议论评价的态度，考生也需要和

网友一样做出议论评价，文体以议论文为宜。

3. 价值判断的限制。材料中通过“不仅……

还……”肯定了陈直的举动。针对网友的热议，

可以肯定陈直的做法，普通人也可以有梦；

可以在肯定起梦想的基础上劝其权衡现实和

梦想的关系，做好人生定位。但是决不可选

择完全否定的做法。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材料中网友的热议内容给

考生提供了立意的选择角度，可以对陈直的

举动持肯定态度——“给他加油鼓劲”，立意为

“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也可以有哲学和远

方”“外卖小哥可以读诗，农民工也可以读哲

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可以持怀疑态度

或规劝态度——“怀疑他作为农民工的研究

水平”“劝他投身现实生活更重要”；也可以综

合立意为“脚踏实地，也可以仰望星空”等等。

只要言之有理皆可。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扣住材料中“31岁农

民工陈直”“阅读海德格尔著作”“尝试翻译了

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等词句，

可以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历史上）类似

的人或事；考生可以思考陈直这样做的原因

以及带来的结果，同时还可以结合网友的热

议，得出对陈直的举动或赞同或反对或提建

议的结论，从而以此指导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选择。应该说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

3.文体选择是自由的。考生可以由材料当中

陈直的举动记叙与此类似的生活见闻与感受，

写成记叙文；也可以就陈直的举动发表自己

的看法，写成议论文；还可以扣住自己的思

考和感悟，写成散文。

【解题】

本题属于任务驱动型的新材料作文题，重点

考查考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材料叙述了 31

岁农民工陈直因为阅读和翻译相关的哲学作

品而引发网友热议一事，罗列了网友的种种

看法。从而给考生提供了写作的开放性，考

生可以选择众多网友热议中的一种看法，也

可以在综合众多网友热议之后提出新的看法。

写作时，考生需要紧扣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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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看法——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该如何处理

好梦想与现实的关系。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脚踏实地，也可以仰望星空。

2.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3.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也可以有哲学和远

方。

4.外卖小哥可以读诗，农民工也可以读哲学。

……

偏题立意：

1.不可好高骛远。（忽视了材料中民工陈直

已经完成翻译的举动，影响了对陈直举动的

判断。）

2.哲学是门“高冷”的学问。（“哲学”不是题目

探讨的主题，对陈直行为的评价认知才是重

点。）

3.选择。（题目的指向范围太大，没有抓住

材料的主旨。）

……

【下水文】

让梦想照亮现实

当丰满的梦想与骨感的现实碰撞在一

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办？31岁农民工陈直

不仅阅读了海德格尔著作，还翻译了《海德

格尔导论》。他的实际行动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们可以让梦想照亮现实。

众多网友热议陈直的举动，无论是肯定

赞同，还是怀疑反对，抑或是关心建议，无

非都是基于梦想与现实的考虑。鉴于哲学是

门“高冷”学问的特点，鉴于陈直是 31岁农民

工的身份，出现众多网友热议陈直举动的现

象，在所难免。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

梦想，只要这个梦想是合法的，不以损害他

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为目的。一个人有了

梦想，才会有为之努力奋斗的动力；有了动

力，才会有可能付诸行动；有了行动，才会

有实现梦想的可能。为什么陈直就不能用梦

想照亮现实？

让梦想照亮现实，首先要拥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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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梦想有多大，奋斗的舞台就会有

多大。年幼的周恩来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作为他的梦想，促使他一生为了国家和人民

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革命低潮时期依

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毛泽东，以“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创新思想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屹

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领路人提出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了如今 14

亿中国人的共同行动纲领，以实干兴邦，以

实干圆梦。这些伟人们以实际行动向我们诠

释了梦想可以照亮现实的道理。

在梦想照亮现实的过程中，我们更看重

的是对梦想执着追求的精神。

走近海德格尔的 31 岁农民工陈直，他

的举动带给我们更大震撼的，是他为实现梦

想而做的不懈努力。他有资格让自己的梦想

照亮现实，可以去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他期待着可以用实际行动去改变人们对“农

民工”身份的一些看法，期待着可以通过不断

提升自己的技能或学历去更好地生活。小学

毕业的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高小毕业的

沈从文可以登上大学的讲台，脑瘫的余秀华

可以成为诗人，农民工陈直为什么不可以读

哲学？

为了让梦想照亮现实，31岁农民工陈直

还在努力着。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我们，

同样需要如此。即便是“世界以痛吻我”，依然

“我要报之以歌”。让我们的梦想照亮现实吧，

以执着追求、努力奋斗去兑现我们对梦想的

承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