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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2022 年北京卷深度解析及范文（三）

吕晓冬 北京市育英中学高级教师，海淀区“骨干教师”。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网络时代、疫情期间，很多活动转向“线上”，

你一定有不少关于“在线”的经历、见闻和

感受。

请以“在线”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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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自 2022 年北京卷高考作文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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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健康生活：珍爱生命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材料中“网络时代、疫

情期间”点明写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这两

者的交集限定了文章写作的背景就是当今时

代我们的现实生活。由关键词“线上”“在

线”可知，我们必须忽略与之不相关的古代

与近代事件，因为那离我们的网络时代太远。

依据“很多活动”“‘在线’的经历、见闻

和感受”，提示写作要和考生的个人生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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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感受”要结合着特殊的背景来

抒发，这是真实情境的限制。

2.典型任务的限制。“请以‘在线’为题

目”，题目不可更改；“在线”既是题目，

又是线索，限制了所有的“经历、见闻和感

受”都必须与网络、与“线上”相关。题目

要求考生写出自己“‘在线’的经历、见闻

和感受”，默认为第一人称视角。“写一篇

记叙文”，明确文体是记叙文，考生务必要

注意常规要求中的“细节描写”，要善于通

过细节表现主题，不能写成流水账。

3.价值判断的限制。通常我们作文题的要求

中都会有一句“思想健康”，“主题”是文

章的灵魂，切题、思想健康是高分的前提，

消极颓废的主题是不符合中学生的主流思想

的。所以文章的主题必须要符合主流的意识，

必须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符。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在线”可以是学习的状

态，可以是生活的状态，也可以兼而有之。

疫情背景之下，无论是个人的生活学习还是

工作，不管是小区管理，还是宏大的社会变

迁都是非常状态，考生可以以小见大，也可

以宏大叙事，在线经历、见闻和感受都可以

成为立意的选择。个人的成长、家国自信、

奉献精神等均可以成为写作的主题。立意角

度十分自由。

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材料的设置中“很

多活动转向‘线上’”“‘在线’的经历、

见闻和感受。”就由学习横向扩展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例如，“在线经历”可以是线上

学习、购物，与亲人朋友交流，甚至线上旅

游（多地开发线上全影像城市旅游、博物馆

参观等）……“见闻”，可以是新闻事件：

远的有夏季、冬季奥运会，近的有身边小区

管控、封控等；可以是全民抗疫抗灾，以及

不遵守规定导致疫情传播的负面事

件……“感受”，可以是现实的无奈与烦躁、

对疫情的恐惧、居家的孤独；可以是亲情的

温暖、老师的鼓励、朋友的支持、各界人士

的团结……考生联想空间很大。

【解题】

本次作文的类型是材料+题目型记叙文，沿袭

了北京高考的特点。综合来看，本次作文题

“在线”与 2020 年的高考试题“一条信息”

相近，具有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独特

性，又非常接近考生的生活。不同点是：“一

条信息”选择的是生活中的某一个“点”，

围绕这个点进行铺垫、生发。而本题材料中

“有不少关于‘在线’的经历、见闻和感

受”，选材面是一条“线”，相比之下，限

制性更小，开放性更大，考生能够展示的空

间也更大。

材料中“网络时代、疫情期间”既点明写作

的时代、社会背景，也呼应了新教材《必修

下》第四单元“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的教

学主题。考查点重在考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与感悟。

“在线”体现了出题人的匠心，它既是题目，

又是线索。如同一个纽带把个人、家庭、社

会联系在一起。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少个散

“点”，都可以因为这个纽带达到“神聚”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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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在线——网络传递浓浓的爱。

2.在线——抗疫生活很精彩。

3.在线——让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4.在线——看今日中国。

……

偏题立意：

1.线上消费不受疫情影响。（主题思想过于

简单。）

2.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是一种更理想的生活。

（忽略题目“在线”。）

3.线上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能扣题，但

缺少核心思想。）

……

【下水文】

在线

育英中学 吕晓冬

“妈妈，您怎么样？”我放下书本，从

电脑前抬起疲惫的头，望向窗外，落日的光

芒仍有些刺眼。

今年五一期间，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去

学校上课，只能在家上网课。妈妈所在的医

院，因为有接待涉疫病人，不能回家，这突

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妈妈只

能在每晚 10 点钟和家人视频一下。可是刚刚，

我从手机新闻里看到，妈妈所在的医院又有

涉疫病人，我的心都揪起了。因此忍不住发

了上面那个信息。

终于，妈妈的视频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是一个浑身白色的“陌生人”，

她喊了一声“儿子”，我才认出是妈妈，她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护目镜后一双眼睛是那

么的温和。“妈妈，这么晚了，您怎么穿

着……”“刚刚有病人被确诊阳性，我们必

须做好防护，一会儿还要消毒，你照顾好自

己……妈妈还要忙，好好学习，听爸爸的话，

也不要告诉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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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匆匆挂断电话，我不争气的眼泪流

了出来。

我早就习惯了妈妈加班，甚至小时候没

人照顾我，我还在妈妈的休息室睡过觉。本

来，五一假期是我们家重要的一个节日，五

四这天，既是青年节，又是姥爷的生日，每

年我们都会在五一期间去给姥爷过生日，想

起每年全家其乐融融，姥爷笑容满面的场景，

我又黯然了。本来打算在饭店定个包间，热

热闹闹地给姥爷过 80 大寿，可……我恨死了

这新冠病毒……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我想妈妈，想去给姥爷祝寿，想和同学

们打篮球……

这时爸爸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大兜菜，

这是从小区门口的货架上取回的，居家期间，

爸爸成了我生活里唯一的陪伴。爸爸似乎一

眼看穿了我的心事，放下菜，拉我到阳台上。

窗外，万家灯火，一片祥和，与平时没有什

么两样。“儿子，你来看”，顺着爸爸手指

的方向，是小区大门口，几个保安和带着袖

章的志愿者还坚守在门前。“有许多人坚守

在岗位上，像妈妈一样，咱们才能安定生活。

高三了，你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成长。”

我的眼泪又来了。

是啊！疫情期间，有老师有条不紊线上

教学，有同学在班级群相互安慰带给力量，

有快递小哥每天奔波送货，有电视新闻每天

通报疫情，每天小区群里都有提醒做核酸、

注意安全的温馨话语……我们的生活似乎并

未因疫情而闭塞、隔膜。

我看着爸爸，点点头，又回到了班级

的空中自习室，静下心来拿起笔……

五月四日晚七点，我家微信群里，开了

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会。“姥爷，蛋糕收到

了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给姥

爷做了个鬼脸。“祝八十岁的老青年快乐！”

妈妈调皮地说，仍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大

家都被逗笑了。“哈哈，过了个线上的生日。”

姥爷乐开了怀。姥姥点亮了蜡烛，妈妈、爸

爸和我拍手唱起了生日歌……

这一刻，我们都在线；亲情，一直都

在线；爱，一直都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