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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2022 年高考作文新高考Ⅱ卷深度解析及范文（四） 

刘秀娟 大庆实验中学语文教师，大庆“王颖名师工作室”成员，大庆市青年教学能手。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微纪录片，介绍一组在

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人物。他们选择了自己

热爱的行业，也选择了事业创新发展的方

向，展示出开启未来的力量。 

 

有位科学家强调，实现北斗导航系统服务于

各行各业，“需要新方法、新思维、新知

识”。她致力于科技攻关，还从事科普教

育，培育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有位摄影家认

为，“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是民族的，血

脉的，永不过时”。他选择了从民族传统中

汲取养分，通过照片增强年轻人对中国文化

的认同。有位建筑家主张，要改变“千城一

面”的模式，必须赋予建筑以理想和精神。

他一直努力建造“再过几代人仍然感觉美

好”的建筑作品。 

 

复兴中学团委将组织以“选择·创造·未

来”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请结合以上材料写

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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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高考 2022 新高考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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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国家认同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 学会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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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实情境的限制。材料主体部分由两个自

然段组成。第一自然段创设真实情境，聚焦

中国共青团成立百年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引

出通过微纪录片记录不同行业奋发有为人物

典型的具体情境。“他们选择了自己热爱的

行业，也选择了事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展示

出开启未来的力量”则是这些奋发有为人物

的共同特点，也是青年人努力的方向。第二

自然段则列举了科学家、摄影师、建筑师三

个不同的事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

说明。首先，三位典型人物职业方向各不相

同，彰显了“选择自己热爱行业”的必要

性，其次，在他们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三人

又都很注重“创造”的重要作用：科学家明

确指出科技攻关“需要新方法、新思维、新

知识”；摄影家“从民族传统中汲取养

分”，将其与现代摄影技术结合到一起，也

是一种创造；而建筑家则提出“要改变‘千

城一面’的模式”。这也可以理解为第二重

“选择”，即对“事业创新发展方向”的选

择。最后，事例也体现了三人的第三重“选

择”——将自己的热爱融入到民族与国家之

中，从而展示出开启未来的力量。考生当在

此基础上阐释对“选择·创造·未来”这一

主题的理解和思考。 

 

2.典型任务的限制。材料有明确的任务指

令：征文活动由复兴中学团委组织发起，面

向的读者自然是本校学生，行文时要有对象

意识和交流意识；主题为“选择·创造·未

来”则明确了审题立意的关键词，首先要弄

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再确定文章的基本观

点。“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

的认识与思考。”考生不可脱离材料写作。 

 

3.价值判断的限制。材料“立德树人”导向

鲜明，材料中三个人物都是在不同行业奋发

有为的人物，都可称之为榜样先锋。所谓

“见贤思齐”，考生的主题表达也必须体现

当代青年人的良好精神风貌，将个人命运与

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勇担使命，不负韶华，

谱写壮丽的青春之歌。 

 

 开放性： 

1.立意角度开放。本则作文立意虽是必须围

绕“选择·创造·未来”这一核心概念展

开，但角度是开放的，多元的：可围绕“是

什么”展开：着眼于科研领域，谈科技创新

优秀人物的选择，谈科研领域攻坚克难的创

新精神，谈科技进步对国家未来的巨大影

响；着眼于文化领域，探讨新时代文化传承

与创新，谈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生命

力，如何传承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亦

可将眼光放远，谈时代楷模人物的选择、创

造，以及他们投身时代伟业为祖国未来擘画

美景的精神等等。可围绕“为什么”展开，

谈“选择·创造·未来”的必要性。亦可以

从“怎么做”展开，谈青年一代的选择、创

造，为祖国未来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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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想和思考是开放的。考生选择不同的立

意角度，都可以自由联想相应素材、名言和

生活实例佐证。如孙家栋、王亚平、肖思远

等英雄楷模，冬奥开幕式、“鸟巢”苏州博

物馆、《端午奇妙游》“中国节日系列”等

生活实例，注意兼顾所选素材的经典性和新

颖性，这也是对考生思维广度和深度的考

查。考生也可在材料基础上延伸思考。致力

于科技攻关的科学家仍不忘“从事科普教

育，培育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就是在用

“新方法、新思维、新知识”引领未来；摄

影家选择了从民族传统中汲取养分，通过照

片增强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就是通过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引领未来；建

筑家努力建造“再过几代人仍然感觉美好”

的建筑作品，他不仅是在建造，也是在创

造，他的创造引领未来。 

 

3.文体选择开放。本考题对文体没有特殊限

制，考生既可叙述，也可抒情；既可描写，

也可议论。但文体特征必须鲜明。 

 

【解题】 

本题属于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以“立德树

人”为导向，重点考查考生的责任担当意

识，同时观照考生的人文底蕴和反思自省意

识的培养。材料聚焦中国共青团成立百年，

紧扣时代主题，以“选择·创造·未来”为

核心立意，选取了三个不同行业奋发有为的

人物典型，描述了他们在选择个人热爱的事

业后，通过创新努力将个人的发展放在国家

建设中的人生经历，展示了新时代人才的精

神面貌和风采，引导考生以榜样力量为引

领，努力成长。这是价值观方面的限制。在

思维层面，命题人设置的是三元关系，考生

要立足材料表达对选择·创造·未来关系的

理解。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选择成就人生，创造点亮未来。 

2.选择创造  擘画未来。 

3.选择创新，开启未来。 

4.选择热爱，选择创新，开启未来。 

…… 

 

偏题立意： 

1.抉择（偷换概念） 

2.传承青春使命 建功伟大时代。（忽略写

作主题，断章取义） 

3.青春赓续 强国有我。（同上） 

4.创新助力成功。（同上） 

…… 

 

 

【下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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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造  擘画未来 

时光如梭，岁月留痕。建团百年，无数

先辈前贤在自己的选择和创造中展示出开启

未来的力量。而今，盛世已至，使命赓续，

重任在肩，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应传承“选

择、创造”之伟力，力争强国有我，共同擘

画美好未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选择自己热爱的行业，方能引领未

来。 

1954 年，19 岁的王泽山怀揣着强国梦

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选择专业时，

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大冷门”——火

炸药专业。不少考生嫌弃这个专业过于基

础、枯燥和危险，王泽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

选择：“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光

芒四射”。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我国火炸

药领域果然因他而“光芒四射”。他发明的

低温感技术一经研发就成为了国际上的尖端

技术，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

技术解决了国际军械领域难以突破的巨大难

题。如若没有王泽山院士当年的“选择”，

中国火炸药研究的“未来”必不会有如此光

辉的前景。“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正确的选择

是开启未来的“源头活水”，景行行止，我

辈青年在面临人生选择时，也应自觉将小我

与大我融合，为引领中国的未来注入自己的

青春能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事

业上酣畅挥洒的“创造”，方能赢得未来。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纵观人类发展

史，谋创造者方能赢未来。中国工程师林鸣

在前人经验和世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港珠

澳地质特点，进行创造性的桥梁设计。不仅

完成了既定的设计任务，而且将偏差缩小到

了 4 毫米左右。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打破了

多项世界纪录，成为未来数十年内世界桥梁

领域难以企及的高峰。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刘永坦，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历经上

千次试验和数次重大改进，2011 年秋天，

刘永坦团队终于成功完成我国首部“新体制

远距离实装雷达”的研制任务，其总体性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使我国成为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

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对海探测能力实现

跨越式发展。除此之外，北斗巡航，蛟龙入

海，神舟升空……正是由于背后无数个体事

业的“创造”，我们才能赢得这美好的“未

来”。“青年如天之初日，必将有夫偌大之

世界，任重道远。”我辈青年乘此盛世，更

应将自我事业“创造”融入国家复兴澎湃春

潮，助力国家更加辉煌的未来！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

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

来”。选择开启未来，创造赢得未来，时代

虽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民族复兴的未来

前景，“前浪”已让它根深源远，而欲求木

之长，欲求流之远，则待我辈“后浪”。托

之空言，莫如见之实行，关于“未来”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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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写，正需要你我青年建功新时代，承

“选择、创造”之伟力，赓续使命，踔厉奋

发，为其再添浓墨重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