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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惩错更扬善，依法亦顾情 

韩凤娟 高中语文教师，热爱生活，爱好文学，率性洒脱，追随我心。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王女士的邻居张某年老，子女又不在身边，

所以王女士经常帮其做一些家务，但有一天

在帮其做午饭时不慎失火，烧毁了部分家

具。张某的儿子赶回家后，以王女士过失侵

害他人权益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

经济损失五千元。事情传开以后，引起了人

们的议论，有人批评张某的儿子只重利益，

不看人情，认为他不应该将王女士告上法

庭；有人则认为现在是法治社会，遇事时用

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十分正当；也有人说，

法院应斟酌法律和人情，作出合乎世道人心

的判决。 

 

时代青年报社针对这一事件，正在举办以

“情与法”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请你写一篇

文章向报社投稿，谈谈你的感受和思考，署

名一律为“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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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肇庆三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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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限制。题目的真实情境可分为问

题描述和问题争议两部分。王女士帮助年老

的邻居张某做家务，不慎失火，烧毁部分家

具。张某的儿子依法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这是问题描述部分；问题的争议是，王女士

帮忙在前，张某的儿子该不该索赔，法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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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判。考生正是要在此基础上谈自己对情与

法的关系的认识。 

 

2.典型任务限制。典型任务的限制有三：①

写作切入点的限制，“针对这一事件”，要

求文章要就事论事，不可转换切入对象。②

写作主题的限制，“情与法”主题征文，限

定的了写作要从“情与法”的关系的角度谈

思考认识，考生要权衡“人情”“利

益”“法治”，在“人情”和“法律”之

间，兼顾社会公平。③“时代青年报社”，

指出阅读对象主要为“当代青年”，写作时

要站在当代青年的视野，认识要深刻。考生

要化名为“董平”向报社投稿。 

 

3.价值判断限制。“情与法”，要辩证看

待，明确“法律大于人情”“法外亦有人

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价值理念，不

可简单论述王女士应该赔偿，或者是不该赔

偿。就王女士帮邻居做饭，造成经济损失要

不要赔偿的问题，应该认识到不管王女士的

主观出发点是什么，客观事实是因为自己的

过失引发的经济损失，从法理的角度理应赔

偿；从人情的角度，王女士主观上不仅毫无

恶意，反而是弘扬社会“尊老爱幼”“睦邻

友好”的典型，客观上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是

很严重，应酌情减少赔偿；从社会公平来

看，惩错扬善，做好法律和人情之间的权

衡，弘扬社会公平。 

 

开放性： 

1.写作角度是开放的。考生可以站在王女士

的角度分析“情与法”，在法律的范围内支

持王女士；也可以站在邻居儿子的角度，谈

在“法律”之外还有“人情”，不可只看到

利益，不看“人情”；还可以站在弘扬社会

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情与法”的关系，

法律的实质就是“惩恶扬善”，谈王女士的

善举应得到弘扬，从法律从角度应保护“善

举”，让更多的人敢于“见善勇为”“见善

敢为”；还可以从法治时代，用法律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王女士也可以依法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合来看，在“情与

法”中，要兼顾社会公平…… 

 

2.联想思考开放。王女士的行为可以让考生

联想到“见义勇为”时如果造成了经济损失

或者伤害，见义勇为者该不该赔偿或者受到

惩罚，思考法律如何把握“惩恶扬善”的

度，既伸张正义，又体现公平合理；还可以

思考如何让“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何建立

友好公平的社会机制；还可以思考如何帮助

“情有可悯”的人士，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邻居儿子的行为，让考生可以联想到

“空巢老人”养老的问题，以及养老时不见

人影，“见利而现”的子女等社会现实。还

可综合来看，思考在行善时，如何做到“目

的正义”和“行为正义”的统一…… 

 

【解题】 

本题为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题，针对“王女士

帮邻居做饭导致失火被索要赔偿”这一事件，

引导考生关注现实，理性思考并解决现实问

题。本题不仅考查考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还考

查其的价值判断，引导青年一代思考怎样权

衡“情与法”的关系。试题在培养考生思辨能

力，提高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的同时，很好

地贯彻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引导考生深

入思考“情与法”的关系，在倡导社会公平正

义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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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情法兼顾，公平正义。 

2.犯错需赔偿，善心应弘扬。 

3.依法护权益，酌情判赔偿。 

4.依法维权，酌情处理。 

…… 

 

偏题立意： 

1.行善需谨慎。（题目要求是谈核心事件中

的“情与法”，而非“行善”的注意事

项。） 

2.索要赔偿太无情。（题目核心“情与

法”，简单谈“索要赔偿无情”，忽视了邻

居儿子的做法的合法性，价值判断不准

确。） 

…… 

 

 

 

 

 

 

 

【下水文】 

 

惩错更扬善，依法亦顾情 

 

王女士帮邻居做饭，不慎失火，给造成

邻居经济损失，邻居的儿子要求赔偿，于法无

可厚非。但我们要求赔偿的同时要考虑王女

士的目的正义，肯定王女士的善举，不能让善

心蒙尘。惩错更需扬善，提倡法治也要兼顾人

情，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 

 

法高于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规

则意识。 

 

尽管王女士主观上是善意帮助邻居老

人，但确实是由于自己不慎，造成了他人的经

济损失。好心没办成好事，帮忙帮成倒忙，法

律理应支持张先生儿子的合法合理诉求。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目的正义就无视

有害结果。“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誓

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法治最让人敬畏的

不单是捍卫受害者的正当权益，也捍卫那些

作恶者的合法权益。法治的核心就是筑牢遵

纪守法的理念，让人人都知法守法，牢树规则

意识，敬畏法律神圣，社会才能和谐，家国才

能平安。 

 

法外亦有情，执法有温度，才能真正彰

显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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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事件中，仅看到王女士造成的经济

损失，要求王女士赔偿，不肯定王女士的善心

和她的付出，会带来负面的社会效应，不利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曾经的“扶不扶”

考验我们社会的道德机制，引发我们对信任

危机的思考，但本质上还是由于我们法治的

不健全。当我们用法制做到让英雄流血流汗

不流泪，才能让更多心存善念的人，敢于行

善。法律是实质是惩恶扬善，惩恶是底线，扬

善是追求。让人民无后顾之忧的行善才是社

会主义法治的终极目标。只惩恶，不扬善，不

是全面的公平正义。 

 

依法护权益，酌情谈赔偿，兼顾法与情，

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从法理上支持张先生的赔偿诉

求，但我们也考虑王女士的主观善意和已有

的付出，对造成的损失主观恶意小，实质后果

不严重，主张在法官的协调下，权衡王女士付

出的价值和她造成的经济损失，再决定赔付

问题，体现法治和道德的公平，这才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王女士经常帮邻

居做饭，仅一次失误，就索要赔偿，会伤害她

尊老爱幼、扶助弱小、睦邻友好之心。我们在

法制范围内调查取证，依据王女士帮助做家

务的时间，结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保姆

或者小时工的行业服务标准，对王女士的善

行做出公平合理的估价，来与造成的经济损

失相权衡，让张先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

王女士的善行也得到弘扬。 

 

法律无情，人有情。社会主义法治，要

做到惩恶更扬善，依法也顾情，才能真正实现

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