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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立足太空明“得失”，细处犹谨成大器

付强 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2022 年 4 月中旬，王亚平等太空三

人组圆满完成任务并顺利返回。这是王亚平

第二次到太空。面对记者的采访，王亚平谈

及初次到太空时的感受，说：“身处太空，

你所见到的世界会让你得到升华——在你心

中，有很多东西会变得‘很小’，比如得失；

有很多东西则变得‘很大’，比如对家人、

对祖国的爱和牵挂。”

材料二：《旧唐书·文苑列传》载，席豫“性

尤谨”，处处谨慎行事，不肯马虎随便；即

使写给晚辈的文字，也从不潦草。他认为潦

草的字迹给别人看，是对人不尊重，也是对

自己不尊重。有人问他，这么细小的事你何

必介意？他回答说：“细犹不谨，而况巨耶！”

上面两则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结合

材料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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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来自湛江市 2022 年普通高考

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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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国家认同

学会学习：乐学善学 勤于反思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真实情境的限制。题目情境由两则材料组

成，材料一主要讲述王亚平初次到太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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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中关键句为：“身处太空，你所见到

的世界会让你得到升华——在你心中，有很

多东西会变得‘很小’，比如得失；有很多

东西则变得‘很大’，比如对家人、对祖国

的爱和牵挂。”这句话有表层意和深层意。

表层义容易理解，深层意可从几个层面来理

解：一是“身处太空”，即达到一定的高度，

或是达到更高层次；二是“你所见到的世界

会让你得到升华”，言外之意是精神、境界

或格局等会随着所处的高度提升；三是“在

你心中……对祖国的爱和牵挂”，这句话是

对“升华”的阐释。不管表层意还是深层意，

都是通过“小大之辩”强调家国情怀。材料

二讲述的是席豫的故事，关键句为“细犹不

谨，而况巨耶！”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人才

成长的“细”“巨”之辩。这是考生审题立

意的基础和出发点，考生要据此来陈述自己

的认识和思考，不可另起炉灶。

2.典型任务的限制。综合来看，“上面两则

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考生须综合两

则材料内容，找出其内在关联；考生的思考

必由材料“引发”；“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

章”要求写作内容紧扣材料，体现材料的内

涵和自己所受的启发。

3.价值判断的限制。王亚平的“大”“小”

之辩、其认识和思想境界的“升华”，都表

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是当代青年学习的榜

样；席豫所说的“细”“巨”之辩，则意在

激励新时代青年从小事做起，不断精进自己，

这样才能实现由“小”到“大”的转化。考

生在审题立意、写作成文的过程中要体现出

上述价值诉求。

开放性：

1.立意角度的开放。题目提供的是两则材料，

所以在审题立意时既可“求同”，也可“求

异”。“求同”来看，两则材料都有关于“小”

和“大”的辩证思考，可以围绕这个共同点

立意。“求异”来讲，虽然同属“小”“大”

的辩证关系，但材料一讲述的是个人之“小”

和家国之“大”的关系；材料二讲述的是做

好小事、处理好小细节和成就大事业的关系。

这两个层面可以作为两个写作侧重点，也可

以综合立意。

2.联想和思考的开放。考生可在材料基础上

联想相关素材，比如由王亚平的“小大之辩”，

可以联想彭湃、彭士禄两代人的家国情怀，

联想黄文秀、秦玥飞等青年人的家国情怀；

针对材料二“细犹不谨，而况巨耶”这句话，

可以联想“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名言，

联想新年贺词提到的“致广大，尽精微”，

联想我们熟知的小习惯和大素质、小训练和

大成长素材；联想老子“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的名言。总之，考生可以结合自己的

积累和生活体验来进行写作。

【解题】

本题为多则材料二元思辨性题目，主要考查

价值观。题目以王亚平的“小”“大”之辩

启发考生思考个人得失和家国之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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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王亚平为什么在太空会有这种“小”“大”

转变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地球与太空之间空

间距离遥远的问题，更是人的认知和思想境

界的质的转变。材料二中的“细犹不谨，而

况巨耶”则启发考生从小事做起，以成其大。

考生要立足材料的“小”“大”之辩和“细”

“巨”之辩，思考个人成长问题。题目本身

的延展性比较好，王亚平又是考生熟悉的热

点人物，便于考生开放写作。

【参考立意】

切题立意：

1.明“小”“大”之辨，做有志青年。

2.以吾之“小”成就家国之“大”。

3.千里之行始于“小”。

4.立足太空明“得失”，细处犹谨成大器。

……

偏题立意：

1.脱离材料中“大”“小”之义，泛谈“大”

“小”之辩等，属偏题立意。

2.单纯谈论“小”“大”之辩，不能写出自

己作为当代青年的感受，不合题旨。

……

【下水文】

立足太空明“得失”，细处犹谨成大器

王亚平谈及初次太空之旅时说：“身处

太空，你所见到的世界会让你得到升华”“很

多东西会变得‘很小’”比如得失，“很多

东西则变得‘很大’，比如对家人、对祖国

的爱和牵挂。”她的人生感悟，于我心有戚

戚焉。

“小”“大”因何而变？王亚平的亲身

经历便是答案。无垠太空能让她的境界得以

升华，顿悟“小大之辩”。当她身处太空，

她所见到的世界让她得到升华，精神、境界、

格局也随着所处的高度提升。她说：“在你

心中，有很多东西会变得‘很小’，比如得

失；有很多东西则变得‘很大’，比如对家

人、对祖国的爱和牵挂。”当我们将目光置

于自身，所见便是个人的得失荣辱；当我们

投身于时代，便拥有了更高的认知与境界，

便有了新的梦想和起点。

相比王亚平的“小大之辩”，如今不少

的青年选择“佛系”、倾向“躺平”，这是

时代之耻，更是青年之殇。尼采曾言：“每

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以“小我”之姿，

投身时代浪潮，从而走向“大我”。只有这

样，心中才有阳光，眼里才有远方，才能在

逐梦的路途中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成就青

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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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首先要做好“小”，才能成其

“大”。

王亚平荣耀的背后，是数不尽的艰辛和

付出，是把每一次细节都做到极致。比如，

超重耐力训练是在自身重量 8 倍左右的超

重情况下按照规定完成各种技术动作。每次

训练，王亚平的脸部肌肉都会因为强大的牵

扯力而严重变形，眼泪会止不住地往外流，

胸口感到极度压抑，呼吸困难。其实，王亚

平有随时喊停的权利，她的左手边就有一个

红色按钮，只要她按下来，可以随时终止训

练。然而，多年的训练中，不管她多难受，

多痛苦，她都从来没有碰过这个按钮。

正是这样一次次做到极致的细节，让王

亚平两次成功问鼎苍穹。

《旧唐书·文苑列传》曾记载，席豫“性

尤谨”，即使写给晚辈的文字，也从不潦草。

他认为“细犹不谨，而况巨耶！”再大的事

业也是从小处起步，再大的成就也是从点滴

积累而成，严谨对待每一件小事，坚持不懈，

才能大有所为。当我们达到一定的高度或更

高层次，我们才能看见更大更美的世界，我

们所见的世界才会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升华。

王亚平如此，当代青年亦如此。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

于垒土”，物犹如此，人的成长成才亦然；

青年正处于人生的积累阶段，应该有“积跬

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学习态度，掌

握广博的知识，为实现自己“小”“大”之

变的转化做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