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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宝鸡三模：以仁为基，共筑和谐 

王建红 中共党员，陕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陕西省高中语文教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陕西省

中学语文学会会员，宝鸡文理学院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兼职教研员，宝鸡教育学院省培讲师。在《语文建设》等

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或参与编写高中语文教辅资料 50 余部。连续 20 年承担高三语文教学，在全国多地开

展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讲座 30 余场。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当今的

“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物理学家汉

内斯·阿尔文博士曾说：人类想要继续生存

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多年前，从中国的

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中国的古圣先贤很早就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

的思想：《礼记》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孔子倡导“仁以为己任”“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墨家主张“兼爱，非

攻”，强调“兼相爱，交相利”。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如何化解矛盾、维护和谐稳定，请你写

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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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宝鸡市高考模拟

检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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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国际理解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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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限制。本题目以当今的“世界之

问”“时代之问”导入，引导考生思考处于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处理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

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问题。材料中所提到

的孔子、墨子等中国的古圣先贤提出的治国

理政思想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考生要

基于此审题立意。 

 

2.典型任务限制。考生要注意引导语的限

制，首先，“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是写作背景的限制，“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限制特别

重要，失去这个限制，考生就容易泛泛而

谈。“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矛盾、维护和谐稳

定”，则是考生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3.价值判断限制。材料第一句“‘世界怎么

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当今的“世界之

问”“时代之问”，是习主席 2017年 1月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的演讲时提出

的，之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

主张。本题目中体现仁爱、友善、和谐、宽

容、平等、诚信、责任、担当等价值判断。 

 

开放性： 

1.立意是开放的。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

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矛盾、维护和谐

稳定”是考生立意的几个角度，每个角度如

果再联系百年变局的不同问题，联系具体的

古代圣贤的治国理政思想，又可衍生出新的

立意，立意角度是开放的。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材料第二段列举了

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谈人类继续生存时提

到“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没有局限于某

一种具体的思想，而是启发学生写作中结合

自己的阅读思考确定角度。材料第三段列举

了“中国的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思想”，

“天下为公”“仁以为己任”“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兼爱，非攻”“兼相爱，交相

利”均可以成为思考化解矛盾、维护和谐稳

定的起点；材料所列举的仅仅是中国的古圣

贤治国理政的思想的例子，其他古代圣贤治

国理政的思想也可以自由联想和思考。材料

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生可以联

想俄乌战争、新冠疫情、世界经济中心变

化、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这就使文章的针

对性更强，开放性也更强。 

 

3.文体是自由的。考生可以感性表达自己对

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感悟，写成记叙文；

也可以理性思考，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

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矛盾、维护和谐稳

定，写成议论文。 

 

【解题】 

这是一篇材料类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题，主

要考查人文积淀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深度

思维。材料视野开阔，以当今政治经济现实为

背景，由习主席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引发

青年学生对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思考。当今

世界，人类命运彼此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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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共享发展成果，共创和平、繁荣、稳

定、和谐的未来，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为避免学生分析认识陷入空洞说教，材料第

二、第三自然段通过列举瑞典物理学家名言，

中国古圣先贤的治国理政思想，为学生思考

提供了方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

年学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进

入新时代的个体和国家应该深入思考，命题

人在考查学生思维的同时，也在考查学生对

国家、对社会、对时代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考

生须参考材料，结合任务展开写作，切忌夸夸

其谈，切忌只列举现状而缺少感悟与思考。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以仁爱之心，促和谐之景。 

2.促和平交流，共和谐发展。 

3.濡染和谐气，浸润稳定风。 

4.和谐相处，携手共赢。 

5.以诚待友，以礼待人。 

6.仁爱共享，合作共赢。 

7.“兼爱”燃人性之美，“仁义”展时代之

魂。 

…… 

 

偏题立意： 

1.孔子的智慧。（全文只分析孔子思想而忽

视任务。） 

2.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忽略材料中古代

圣贤治国思想的提示。） 

3.竞争才会赢。（自说自话，完全脱离材料

与任务。） 

…… 

 

【范文展示一】 

 

以仁为基，共筑和谐 

陕西宝鸡岐山高级中学三年级 2班牟天娇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如

大海中的一滴水，见证着、亲历着时代浪潮的

奔涌。我认为，唯有践行儒家思想中的“仁”，

我们才能共筑一个美好和谐的伟大时代。 

 

人与人，当以仁爱友善之心交往。 

 

亚历士多德早已在《政治论》中论证了

人的群体性：“离群索居的，不是神明，则为

野兽。”正如花朵依赖春天，我们依赖这个社

会，依赖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疫情之下，我们

有了更多的契机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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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际交往的普遍和可贵。

正因如此，践行先贤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等交际准

则才更为我们义不容辞之责。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怀仁爱友善之心，架起人与人心灵交往

的桥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唯其如此，人

性的光辉才能跨越山海，隔空辉映，给孤独的

个体以温暖。 

 

国与国，当以仁义共赢之姿共处。 

 

万物互联的世界，独善其身已如虚妄的

镜花水月般不可及。当亚马逊雨林的蝴蝶引

起华尔街的风暴，当刺耳的警报声扰乱新丝

路上的阵阵驼铃，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世界正连接成同一片大陆，我们在其中不可

或缺。因此，打破贸易壁垒，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势在必行，国与国当以“兼爱，非攻”之

姿和谐相处，共筑未来！ 

 

世界，当以仁德和谐为基共联。 

 

无法忘记 2022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

一幕：世界各国人民肩并肩，昂首向前，每向

前一步，脚下的大屏幕上展现出不同画面，或

遥远，或迫近；或温馨，或苦难，共同构成了

我们所经历的昨日世界。而今，路就在脚下，

唯有以仁德互助为基，我们才能冲破人种、制

度的各种障碍，化解矛盾，于和谐中牵手大

同。 

 

莎翁的忠告仍在耳畔回响：“当坦然自

若，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作为时代青

年，我们当以青春之热血蓬勃之朝气，为共筑

和谐时代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时代浪潮中呐

喊、翻涌，奔流向前！ 

【点评】 

全文语言简洁严密，观点鲜明准确，思路严谨

清晰。文章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证，分论点句式

整齐，概括精准，支撑起全文清晰的结构框

架。文中材料之外名言警句的引用论证体现

出作者广泛的阅读面和深刻的思考力。 

 

【范文展示二】 

葆有大局观，以和向未来 

陕西宝鸡岐山高级中学三年级 24 班张心怡 

 

站在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潮头之上，我

们不禁会发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在我看来，要想回答此问题，要想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实现人际与国际间的友好交往，

必须葆有大局观，以和向未来。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葆有大局观，以“和”向未来，用开放、

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事物。 

 

从《礼记》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到全球抗疫时习总书记提出的“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从古时的丝绸之路促进地域友

好往来到如今的一带一路振兴一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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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变局的完

美阐释。国家保有大局观可助力世界各民族

团结。国犹如此，人何以堪，作为个人，若是

葆有大局观，定会和谐共处，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 

 

以“和”向未来，需要我们具有责任感，

崇尚和平。 

 

具有责任感，有利于人际交往，家庭和

气，社会和谐，国家安定。早在 2 500多年

前，圣人就提出了“仁以为己任”的观点，旨

在告诉我们应“仁爱”，即崇尚和平，以其为

己任。这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充足的

验证。有责任感，有崇尚和平的心，才会有可

能做到以和向未来，形成和谐局面。以“和”

向未来则是葆有大局观的最终目的。我想这

足以回答“时间之问”“世界之问”。社会

在发展，世界在改变，但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景却依旧不变。我们用大局观化解矛盾，以

和平友爱的态度，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葆有

大局观，以和向未来不正是世界之问的答案

吗？ 

 

作为一名中国新时代青年，我们虽不能

以一己之力去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发展，

但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人与人之间更加幸

福，让社会更加和谐，让国家更加富强。鲁迅

曾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

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不必听自暴

自弃者的话，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

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身为即将登上时代浪尖的青年人，我们

更应有大局观念，不忘初心。不忘来时路，我

们也要有以和向未来的意识，并以此为准则，

建设我们的社会，开创我们的未来。 

 

看未来，必将是一个和平遍布的世界！ 

【点评】 

题目对仗工整，简洁凝练，作为中心论点统帅

全文的内容与结构。文章紧密结合材料，语言

流畅，视野开阔，认识深刻，结构严谨，整个

分析认识全面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