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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高考抛书为哪般？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1）惜字亭是古代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建
筑，也被称为“敬字亭”“敬圣亭”“惜字
宫”“喜佛塔”等。古时，人们认为万物有
灵，书写文字的字纸为“圣迹”，更具灵性，
敬惜它们就是积累功德，因此，字纸不得随
意丢弃，而需要集中回收后送往惜字亭内以
火焚毁，否则就是大不敬。普通老百姓都有
随手捡拾字纸的习俗，还有乡贤手持篾筐，
上书“敬惜字纸”四字，走乡串户，收集字
纸，郑重焚烧。

（2）据中国青年网 2016 年 06 月 02 日报道，
高考前，山东省菏泽郓城一中高考生在教学
楼上将试卷和书页撒下，以缓解高考压力，
教学楼下的空地被撒下的试卷和书页覆盖，
场面相当震撼，犹如下雪。

读了上面的两则材料，你有什么看法？请写
一篇文章。

要求：综合材料的内容及含义，选好角度，
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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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关怀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审题】

限制性：
1.“读了上面的两则材料，你有什么看法？”
是两个限制，首先是观点要体现两则材料的
内在联系，再则看法即观点，文章体裁指向
议论文。

2.第二则材料是一则时事新闻，指向时评。
“综合材料的内容及含义”强调的是，不结
合具体材料分析的，均属于跑题；只结合材
料就事论事，而没有做现实拓展、内涵延伸
的属于偏题。

3.从第一则材料“普通老百姓都……还有乡
贤……郑重焚烧。”可以看出材料是赞同“敬
惜字纸”的，这个正向的价值观不得改变，
不能肯定拋书，而应思考其深层原因。

开放性：
“普通老百姓都……还有乡贤……郑重焚
烧。”可以看出材料是赞同“敬惜字纸”的
行为的。抛书事件发生地点是学校，时间是
“高考前”，目的是“缓解高考压力”，所
抛掉的是“试卷和书页”“场面相当震撼，
犹如下雪。”，说明此举非一人或少数人所
为。何以古人如此“敬惜字纸”，而今天的
孩子，却如此的厌恶“字纸”呢？实在叫人
不解。最佳立意不是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
而要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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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可从肯定与否定两个角度审视：
“一事多因”的材料，有几个“因”往往就
有几个审视角度。一个事件，针对其背景、
写作目的的不同，就产生了几个的不同审视
角度。

在“爱惜字纸”正向价值判断不变的前提下，
可做如下思考：
（1）在对比中找判断，通过古今对“字纸”
的态度对比否定抛书的行为；
（2）在原因中找判断，拋书是为了解压，
可就解压与拋书去思考；
（3）抛的是“试卷”，可以思考当今“题
海战术”问题；
（4）“拋书”事件发生在学校，古人不“拋
书”，今天的书店和图书馆也没有人拋书，
为什么？
（5）在事情的发生背景中的判断，“抛书”
发生在高考前，可以思考一下高考制度存在
的一些问题；
……

【解题】

本两个材料，属多则材料命题。2017 年高考
强调几个概念之间的有机关联，强化逻辑和
理性思考，2018 年可以预期思维的逻辑性要
求更高，事件内在的逻辑性也应该是考察的
范围，而且不仅仅考查学生的认识论，还要
考察学生的方法论。

【参考立意】

1.对待文字、书籍态度体现一个人、一个社
会的文明程度。
2.尊重文字、尊重书籍才能获得文明，传播
文明，社会才能进步。
3.解压不必撕书，对读书人来说，书当是珍
宝。
4.抛的不是“书”，是“试卷”和考试资料，
题海战术当休矣。
5.“拋书”事件在拷问学校的课程设置。
6.高考“抛书事件”倒逼教育改革。

【优秀范文】

高考抛书为哪般？
殷都玄鸟

中国青年网 2016 年 06 月 02 日报道，高
考前，山东省菏泽郓城一中高考生在教学楼
上将试卷和书页撒下，以缓解高考压力，教
学楼下的空地被撒下的试卷和书页覆盖，场
面相当震撼，犹如下雪。

中国自古就有爱惜字纸的传统，何以今
天的孩子对书籍如此冷漠呢？考生为什么
要通过这种极端的行为来缓解压力呢？是
什么原因使书籍成为他们的“仇敌”和泄愤、
泄压的工具呢？

其实，考生们仇视的不是书本，而是试
卷和资料，是应试教育体制。

仔细审视材料，考生所抛的是“试卷和
书页”，准确地说是试卷和资料；时间是高
考前(6 月 2 日)；目的是“缓解高考压力”；
场面相当震撼，犹如下雪，说明非一人所为，
乃是集体行为。我们不能把眼睛紧盯事件本
身，更应该深入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

考生压力何来？高考对于考生不是为
了培养，而是为了淘汰。是为了让考生的分
数拉开距离，以便淘汰一部分，减少升学人
数，这就自然让高考的人“压力山大”。这
种压力不单来自于考试，还源自于学校、家
庭和社会：学校要通过高考来检验教学质
量，社会要通过高考来遴选人才。教育唯考
是举，素质教育和减负成为一句口号。整个
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把学生培
养成做题的高手、考试的机器。至于学生的
实践能力、素质素养、思想观念等却成为无
关痛痒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启迪民智，应
试教育却充满功利和压力：上学是为了考上
好大学，读好大学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
（高收入的体面的职业）。于是乎无休止地
刷题，做不完的作业，这样的学习，还有何
兴趣可言？试问，在书店和图书馆，可有人
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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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紧盯学生抛书这个现
象，还是思考一下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应
试教育体制不改，抛书现象难除。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菏泽学生拋书，
既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再延伸
一点，抛书还是一种不影响别人的减压行
为，只是场面让人震撼， 2017 年 11 月湖南
沅江 16 岁重点高中尖子生，26 刀刺死班主
任，就更加让人触目惊心。所以，笔者认为，
在应试教育体制的背景下，即使老师和家长
引导考生用适当的、理性的方式来缓解压
力，也是治标不治本。

其实在古代，也有读书疯掉的“范进”，
也有读书废掉的“孔乙己”，倘若我们能够
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古代“范进”“孔乙
己”们的问题，也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
今天的高考生抛书行为，从而做出理性的解
决，而不是作出简单的是非判断。让人欣慰
的是，国家的教育制度在逐渐改革。

【相关链接】

让“惜字”传统焕发时代魅力
马春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
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显
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留存、传播和发展
这项伟大工程离不开它的重要载体——文
字和书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温“惜字”
这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所谓“惜字”，即“敬惜文字”，就是
对文字心存敬畏、珍惜。它实际有两个层面
的含义与体现：一是敬惜文字书写使用的行
为和过程，二是敬惜文字书写使用的载体和
结果——书籍及有字的纸片。

我国历来有“惜字”的优秀传统。远古

时代，人们就对文字怀有至高无上的敬惜，
以至用神话来描述文字的产生。《淮南子·本
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
夜哭。”它把文字的产生看作是人类文明混
沌初开的标志，从此人类智若神明，甚至令
天地、鬼神感到恐慌。不止如此，敬惜文字
的传统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里也曾蔚然成风。
荷兰汉学家高延记载，清末时期，中国每个
街巷都专设收集字纸的篮子，这些篮子上均
贴着一张红纸，上书“敬惜字纸”；普通老
百姓都有随手捡拾字纸的习俗。还有史料记
载称，古有乡贤手持篾筐，上书“敬惜字纸”
四字，走乡串户，收集字纸，郑重焚烧。

今天我们虽已见不到上述情景，但这种
“惜字”的文化传统依然有迹可循。有形的
印迹之中既典型又直观可见的当属惜字亭。
惜字亭是一类专门用于焚化字纸的建筑，是
古时地方官员和文人销毁公文和墨书的地
方，也有的被称为“敬字亭”“敬圣亭”“惜
字宫”“喜佛塔”等。明清时期，惜字、敬
字风俗日盛，人们认为万物有灵，书写文字
的字纸为“圣迹”，更具灵性，敬惜它们就
是积累功德。因此，字纸不得随意丢弃，而
需要集中回收后送往惜字亭内以火焚毁，否
则就是大不敬。也正因为如此，在书院、文
昌庙以及文人雅士聚居的场所，人们建造了
大量的惜字亭。时至今日，在安徽岳西、江
西万载、台湾等地还有惜字亭留存，它们见
证着中华民族“惜字”的文化传统，反映着
人们建造和使用它们的初衷——尊重文化、
传承文化。

古人“惜字”传统还有一些无形印迹，
表现为文字使用上敬惜字句的传统——严
谨运用，要言不烦。严谨运用文字就不会随
随便便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文字，而是规范使
用语言文字，力保文字表述的内容保质、保
真；要言不烦，就是使用文字时惜墨如金、
简明扼要、删繁就简、言简意赅、微言大义。
古人的炼字佳话体现的就是“惜字”，如“语
不惊人死不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现在还有
一些成语典故、民俗民谚，如“牛角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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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编三绝”“目不窥园”“今生不爱惜字
纸，来世就会成瞎子”“孝父母、慎嫁娶、
勤读书”等，也可让我们从中体会到“惜字”
的文化传统。

然而，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与“惜字”不
和谐的现象，应该被批判和摒弃。譬如，此
前有新闻报道称，安徽某所具有百余年历史
的高校简单粗暴地处理馆藏旧书，直接将它
们从楼上丢下当废品处理，满地狼藉。此事
在网上引起了很大影响，唏嘘感慨一片：“丢
下的是物质的书，失去的是精神上的钙。”
“在尊重知识、重视传统文化的人士眼里，
每一本图书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性灵。”再如，
在行文写作中，人们欠缺文字使用时的敬惜
之心，网络等媒体标题党居多，雷人、浮夸
之语和空话、套话盛行，也应引起警惕。

从本质来说，一个社会对待书籍的态度
就是对待文字、文化、文明及传统的态度。
因为敬惜书籍、“书”尽其用方能传承文字、
文化、文明及传统。图书可能会废旧，但知
识、文化及传统带有永恒的价值。通过低价
处理、转赠、捐献等多渠道的流转方式完全
有可能实现“书”尽其用，让每一本图书遇
到珍视它的人。在新时期，珍爱书籍也融入
了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对存世数量不多的经

典典籍实施最严格保护的同时对它们进行
数字化处理，以使纸质版和电子版各有所
长、相互补益，这也是对“惜字”优秀文化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惜字”文化传统还让我们反思现代文
风问题。文风改进实际上也需要唤起民众对
文字的敬畏之心。字斟句酌地使用文字，言
之有物，富有新意，鲜明朴实，才是当下倡
导的文风。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风问题。
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文风，
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党八股，采用生动
活泼、新鲜有力的语言，建立群众喜闻乐见
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新时代领路人也倡导
“短、实、新”的优良文风。新时代领路人
的指示精神和“惜字”文化传统的内涵高度
契合一致。我们应该传承“惜字”优秀传统，
惜字如金，改进文风，把讲短话、讲实话、
讲新话的文风贯彻到我们日常的语言文字
使用当中去。

站稳中华文化立场，全面复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从重温、继承和创新“惜字”文
化传统做起。

本文来自《光明日报》1月 28 日

【后记】

欢迎文末留言评论，我们有特约名师为你解答专业问题哟，把你不会的作文题、写作文时遇
到的困惑、还有对本篇推文想说的话统统抛过来吧~

新课标大语文组 殷都玄鸟

河南省骨干教师

安阳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

国学吟唱化石级爱好者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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