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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菏泽高三期末：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不可偏废

孙宏博 山东巨野实验中学教师，中级教师，县优秀教师，市语言文字专家。曾获全国“五好公民”作文大赛

指导教师一等奖，多篇论文在《语文报》《语文教育与研究》等报刊发表。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有报道称，某高校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

意见时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

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

开早一些的疑问；但和已经毕业 10 年、20

年、30 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感到遗憾的是

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无用，而

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

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

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与此对应的另一篇报道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退而不休，深入边区，转战中学讲鲁

迅，怎奈学校不热心、学生不愿听，反而时

不时向钱教授请教“如何学好英语”等他们

认为更有用的问题。

针对以上现象，班级计划举行讨论会，围绕

“有用”与“无用”展开讨论。请你结合实

际，写一篇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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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菏泽高三期末考试 B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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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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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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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给出了有关学校课

程设置两段材料。第一段材料是在校学生和

已毕业学生对于高校课程设置的不同认识。

在校生认为有用的课程，毕业后的学生认为

无用；毕业的学生认为有用的课程却是自己

在校时和当下在校生认为无用的。与此对应，

第二段材料的矛盾双方是钱理群和边区中学

的学生，钱理群牺牲退休时间去讲的课程，

却是对方认为无用的课程。“有用与无用”

是一个话题，题目把它放到课程设置这个具

体的情境中引发考生的联想和思考。

2.典型任务的限制。引导语中“针对以上现

象”是对讨论范围的进一步明确。学生要总

结“以上现象”是哪些现象；“班级计划举

行讨论会”，提醒考生写作身份为中学生，

写作对象是本班同学，要有对象意识和交流

意识。“围绕‘有用’与‘无用’展开讨论”，

明确了讨论的主题；“请你结合实际”要求

体现对现实中同类问题的思考。讨论语境之

下，文体以议论文为宜，文章体式为发言稿。

3.价值判断的限制。两段材料中高校在校生

和中学学生的观点是一致的，而高校毕业生

和钱理群的观点是一致的。双方各有各理，

在对比中，命题人肯定人文、艺术、社会科

学类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

的课，这是对价值观的一次纠偏。当下社会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也影响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但考生不可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针对有用的课程和无用的

课程，考生可以探究“有用”与“无用”的

关系，立意为“‘有用’与‘无用’相辅相

成”；可以通过比较偏向一方，立意成“无

用之用方为大用”；可以从发展的角度立意

为“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不可偏废”“‘有

用’‘无用’两条腿走路，方是健全的人”……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虽然题目限制了具

体的具体情境，但是在学校课程设置甚至教

育范围内来讨论这个话题，仍旧有相当大的

开放空间。考生可以从具体的课程角度去区

分“有用”与“无用”。比如可以设定“有

用”的学科为考试科目，“无用”的学科为

艺体类科目，这样的设定下去讨论，问题就

更加具体了。材料中提示了“一些人文、艺

术、社会科学类的课”，考生可以就此思考

这些学科的作用和没有这些学科的后果。也

可以思考那些一味学习“有用”学科造成的

后果，比如机械做题，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缺乏审美能力和人文情怀等等。

【解题】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题，主要考查

考生的辩证思维，同时引导考生正确认识课

程的设置，不惟功利，全面发展。题目在设

置“有用”与“无用”话题时，增加了关于

课程设置的限制，“无用”的学科要不要学？

学多少？怎么学？“无用”的学科和“有用”

的学科有何关系？这就让写作的针对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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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语料设置贴近考生的学习生活，让考

生有话可说，更有利于思维的开放和深化。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学有用之用，更须学无用之用。

2.知无用之用，成有用之才。

3.无用之用有大用，知无用以助有用。

4.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不可偏废。

……

偏题立意：

1.天生我材必有用。（二元问题变一元问题，

且转移话题，题目探讨的是“有用”与“无

用”的关系。）

2.对应试文化的进一步理解。（脱离有用无

用之争，转移话题。）

3.立有用之志，去无用之功。（没有在题目

设置情景内讨论问题。）

4.从来没有无用的知识。（二元问题变一元

问题，题目探讨的是“有用”与“无用”的

关系。）

……

【范文展示】

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不可偏废

高三 4 班 孙兵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班里的“有用”与“无用”

讨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有用之用与无用

之用不可偏废”。

当前，我们学校开设的课程可谓多矣，

学习内容可谓广矣，这也给我们带来学习困

难，于是有同学捡“有用”的学，把自己认

为“无用”放弃了。有报道称，北大中文系

教授钱理群退而不休，深入边区中学讲鲁迅，

怎奈学校不热心、学生不愿听，他们只想听

“如何学好英语”等他们认为更有用的问题。

大家认为“无用”的课程真的“无用”么？

同学们，“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五石之瓠看似无用，却可“虑以为大樽

浮乎江湖”，相比于盛水容物，此为大用。

“看课外书不如刷题”“学语文不如学外语”

“学外语不如学数学”……这样的声音在学

校可以说是屡听不鲜。为什么？因为数学、

外语更好提分。此实为井底蛙之论！语文是

一切学科的基础，而高质足量的课外阅读不

仅对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大有裨益，更对人

生发展起着指导作用。莫言说：“文学和科

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

正是它的伟大用处。”我们的教育积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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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素质教育，推行双减，立德树人。知无

用之用，用好这种“大用”，吾辈青年才能

于立志成才中有所成就，做有为青年。

同学们，明辨“有用”与“无用”，方

知“无用”之课程不可弃。

科学类课程的有用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可我认为，人文艺术类课程给人带来的用处

却是更高、更深层次上的东西。它们丰富人

的思想，提升人的品位，健全人的人格，陶

冶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才华气质，滋润人的

内心，让生命更精彩。乔布斯说：“我愿意

拿我全部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

个下午。”那些已经毕业 10 年、20 年、30

年的学生常常遗憾当初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后

来变得无用，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

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

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明辨“有用”与“无用”，有用之用与

无用之用不可偏废。

培根曾言：“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

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科学使人深

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和修辞学使人善辩。”

当我们说某门学科有用，我们看到的是分数。

我们从功利角度判断有用还是无用，这就排

斥了看不见的精神世界。

所以，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不可偏废，

两条腿走路，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点评】

本文观点明确，标题就是全文的中心论

点。正文开头明确材料主题、点明文章中心

又不忘表情怀，可以说是情理双佳。主体部

分设置了三个分论点：“有为青年必有智辨

明‘有用’与‘无用’”“有为青年必有慧

眼明识‘有用’与‘无用’之变”“知‘无

用’之用，做有为青年”，构成了并列式论

证结构。有事实论证，有说理论证，论证说

理较有力度。此发言稿结构形式整齐规范，

文章善用排比句式，语言较有气势，增强了

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