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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我有我们在 我们有我在

刘文风 江西省万安中学高级教师，江西省高中语文骨干教师，吉安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在《作文成功之

路》《语文教学之友》《语文知识》《作文导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作为一滴水/我不可能独自高涨/我喜欢被潮

水裹挟/借你的汹涌/绽放成一朵浪花/我也

愿竭尽全力/一次次托举起潮头/如同八月十

八的千里钱塘

（选自陈龙《我享受在人潮中穿行》）

读了以上材料，你有何感悟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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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山东省泰安市 2022 届高

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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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诗中的“我”指一滴水，

象征个人、个体；“你”指“潮水”，象征

集体、群体。一滴水“不可能独自高涨”，

象征个人离不开集体；一滴水“借潮水的汹

涌”“绽放成一朵浪花”，象征集体助力个

人成长；一滴水“竭尽全力托举潮头”，象

征集体的成就离不开个体的奋斗，正因为每

一滴水竭尽全力地托举潮头，才有了巍峨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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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千里钱塘。这是本题写作的真实情境，

考生写作时应据此情境写“感悟和联想”。

2.典型任务的限制。“读了以上材料”提示

考生以诗为出发点展开写作，“有何感悟和

联想”提示考生结合诗歌抒情言志、富于象

征的特点，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理解诗中意

象“一滴水”“浪花”“潮水”“潮头”的

象征意义。这些意象生动诠释了个人与集体

的辩证关系。考生行文不可偏离此内涵的限

定。

3.价值判断的限制。诗中“不可能独自”“喜

欢”“绽放”“也愿”“一次次挺举”“享

受”等词体现了诗人对“个人与集体”关系

的正确认识。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集体是

由个人组成的集体。个人贡献集体，集体反

哺个人。由此延伸，国家、社会是更大的集

体。诗歌也体现了诗人热爱祖国、愿为祖国

奉献的情怀。整节诗充满昂扬、向上的正能

量。考生写作时应遵循这一价值判断。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材料中的诗共分三层，前

两句为第一层，强调“个人离不开集体”，

中间三句为第二层，强调“集体反哺个人”，

后三句为第三层，强调“个人贡献集体”，

三个层次互为补充，全面诠释了“个人与集

体”的关系。三个层次各是一个立意的角度，

综合起来又是一个立意角度；每一个角度又

可以从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

家、国家与国家等层面做不同的立意。从“个

人与集体”的角度，可提炼“个人为集体争

光，集体助力个人成长”“融入集体，绽放

光彩”等观点。从“个人与国家”的角度，

可提炼“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个人来建设和

守护，国家的强大又增强了个人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

“个人与国家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

等观点。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可提炼

“每一个个体的参与和行动，汇成大时代的

洪流”的观点……

2.联想和想象是开放的。由“个人离不开集

体”正向联想到每一棵红杉树的根都和其他

树的根紧紧结合在一起、相互扶持、抗击狂

风暴雨、千年屹立不倒的生存智慧；逆向联

想项羽刚愎自用、固步自封，不能广纳人才，

最终兵败垓下的可悲结局。由“集体的成就

离不开个体的努力奋斗”联想到屠呦呦的诺

奖感言“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

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

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联想到“铿锵玖

瑰”中国女足时隔 16 年逆风翻盘，再夺亚洲

杯冠军，是因为每一位女足姑娘密切配合、

敢打敢搏。由“集体助力个人成长”可联想

奥运健儿摘金夺银背后的优秀教练团队和强

大的国力。

3.文体是自由的。考生对一滴水和江海潮之

间的关系可以做感性联想和感悟，形象阐释

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写成记叙文；也可以理

性思考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的关系，写

成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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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

这是一道二元关系型新作文题，命题思路类

似于 2019 年浙江卷。写作本题，首先应准确

解读诗歌意象的象征义，思考“水滴”与“潮

水”的关系以及其象征意义。本题目除考查

二元思辨能力，同时考查价值观，引导考生

在联想思考中体会个人与集体、社会、民族、

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奉献社会、助力民族复兴

的责任意识。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个人奉献集体，集体成就个人。

2.个人与集体共生。

3.托举潮头，也绽放潮头。

4.点亮自己，才有个人的锦绣前程；团结奋

斗，才能照亮国家的未来。

5.我有我们在，我们有我在。

……

偏题立意：

1.奋斗创造幸福。（只突出“个人奋斗”，

未与“集体”联系。）

2.合作才能共赢。（“共”指合作的各方，

强调的是合作双方的成功，不是“集体”。）

3.滴水穿石，书写华章。（强调“坚持”，

偏离题旨。）

4.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强调个体，忽略“集

体”，二元问题变成一元问题。）

……

【下水文】

我有我们在 我们有我在

我是一滴水珠，我们就是汇聚水珠的海；

我是一朵浪花，我们就是助力绽放的潮。我

们在一起，就是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一束

光簇拥另一束光。我好，我们会更好；我们

好，我才会更好。我和我们共生共赢，从来

就是一个共同体。

我有我们在。

就像一滴水不能独自高涨，一滴水不能

独自成为大海，作为个体，“我”永远离不

开集体的怀抱。集体是个人成长的园地。集

体的力量不是“我”与“我”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种聚变和升华。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分

散的，但在集体中凝聚，就会变得强大；个

人的力量常常是有限的，但在集体中互补，

就会产生合力，变得无穷。“我”可能走得

很快，但在集体中，“我”走得更稳，走得

更远。集体赋能于“我”，让“我”远离平

庸，绽放光彩！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

柴火焰高”这些朴实的谚语诠释了集体力量

的强大。加州海岸的红杉树高大挺拔，树龄

长达千年。面对狂风暴雨一次又一次的袭击，

红杉树为什么安然无恙？是因为每一棵红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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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根都与其他树的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互相扶持，互相支援。红杉树的生存智慧启

迪我们，集体让“我”强大而优秀，集体增

强了“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

就感。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努力成为一棵顶天

立地的“红杉树”。

我们有我在。

就像大潮的磅礴是由于滴水一次次竭尽

全力的托举，“我们”的伟岸是由于一个个

“我”的高擎。“峻极之山，非一石所成；

凌云之榭，非一木所构”。一石一木就是一

个个鲜活的个体，它们团结协作，同心同德，

勇于担当，敢于创造，最终铸就了集体的辉

煌。集体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个体的接续奋

斗。屠呦呦发表诺奖感言时说：“青蒿素的

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是啊，

正是以屠呦呦为代表的青蒿人的共同努力，

才使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造

福人类。“铿锵玖瑰”中国女足时隔 16 年逆

风翻盘，再夺亚洲杯冠军，是因为每一位女

足姑娘密切配合、敢打敢搏。这些勇立潮头

的个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又创造了集

体的荣光。

雷锋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

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

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我”

要做一朵翻腾的浪花，或者做一颗涌动的水

滴，保持向前的姿态，汇入同一片海洋。

我有我们在，我们有我在。

作为一滴水，我不可能独自高涨，我喜

欢被潮水裹挟，借你的汹涌，绽放成一朵浪

花；我也愿竭尽全力，一次次托举起潮头，

如同八月十八的千里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