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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江南十校联盟：网络改变了什么，还有什么没被改变？

本篇解析老师丨安徽淮南二高 刘静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完成作文。（60 分）

有人说，网络传播着真相，利于正义的抵达。

有人说，网络沟通着你我他，传递着温馨温

暖。

有人却说，从沉默是金到众声喧哗，围观没

有改变中国。

对于以上几种观点，你有什么看法和思考？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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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江南十校联盟作文题。

【命题方向】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质疑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审题】
限制性：

1.写作内容限制。“对于以上几种观点，你
有什么看法和思考？”引导语要求考生围绕
“以上几种观点”做深度思考，离开所给言
论材料行文则视为偏离题意。前两种言论观
点强调网络在舆情监督、信息沟通中带来的
便捷与高效，第三种言论反思网络围观现象
没有产生积极影响，三则材料表面上是围绕
网络这一大概念话题表达看法，实则写作范
围限制性较强，不能扩大化地就网络带来的
利弊泛泛而谈。

2.思维限制。命题人设置的任务是要求考生
回答对于“以上几种观点”的看法和思考，
题目给出的是一个矛盾性的真实情境，考生
要能综合材料内容和含意，在多维度的比较
中权衡斟酌，做出恰当准确的“选择”或“判
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在选取
一方进行阐述时，其他的两方也应该涉及，
但是不能“喧宾夺主”。

3.文体限制。“你有什么看法和思考”，“看
法”，即写作者的见解、观点，“思考”侧
重理性思维，文体指向议论文。

开放性：

1.立意角度自由。前两种观点是正面肯定，
第三种观点含有反面否定意味。考生可从三
种观点中任意选择一则或两则作为审题立意
的基础，形成可阐述的看法。可肯定网络在
舆情监督上的正面作用，亦可反思网络围观
现象背后的心理本质，进而寻找对策，指明
方向，着眼成长。但行文中应该将正反两种
观点结合来思考，就像是投身一场论坛，论
事说理，以理服人。

2.联想思考自由。考生在论证过程中联想运
用时事新闻素材或历史事件是自由的，对材
料的深度思考是自由的。

【解题】
这是一道多则言论类任务驱动型作文题，重
点考查考生的科学理性思维，并检验考生的
社会关注、社会参与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言论一的关键词是“传播真相”“正义”，
群众可利用互联网监督扑朔迷离的社会事
件，督促真相浮出水面。言论二肯定网络拉
近时空距离，让人们可以为陌生人困境的解
决贡献一份力量。言论三中“沉默是金”与
“众声喧哗”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本质
均是“看客”的“围观”，即人们以旁观者
的姿态面对事件与人，不论何种性质的事件，
都如同看戏一般，对当事人没有理解与共情
的心理反应；其背后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
须知“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考生若选择三种观点之一来立意，最多只能
归到二类文；若能结合正反两方面来辩证思
考则为上佳之选。

【参考立意】
1.趋利避害，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

2.传播正义，沟通你我，做有节有智的网民。

3.趋利避害，理性使用网络。

4.做理性网民，莫让网络网住灵魂。

5.做互联网的“驯火者”，让网络属于正义。

6.传播真相，传递温馨，拒做网络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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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络传播真相，不明真相者请勿喧哗。

……

【范文展示】
趋利避害，理性使用网络

胡永兴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仿佛一
叶扁舟，载着信息瞬时漂洋过海，带着正义
的风浪，也卷着评论的乌云。它既提供了更
广阔的信息交流平台来传播真相与正义，传
递温馨与温暖；也让围观者的阴暗与苟且有
了肆虐的空间。

我认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趋利避害，理
性使用网络这把“双刃剑”。

确实，网络作为新时代的信息工具，其
优势十分明显。它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一列
快车，带着我们奔向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
比尔·盖茨曾说过：“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
生存方式。”以网络为媒介的交流备受青睐，
如朋友圈、视频聊天等都在无形中跨越时空
的障碍，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前几日的
河南郑州，44 个小时内，全城接力，在朋友
圈为 3 岁的男孩然然寻找丢失的小耳蜗，更
是给严寒的冬天增添了一抹春天的温馨与温
暖。

但与此同时，网络带来的弊端亦不容忽
视。

网络发言的自由性和匿名制度，再加上
少部分人素质不高不辨是非，引起了许多不
良现象，如网络语言暴力。事件围观起初形
成的舆论的确可能倒逼不少公共事件从幕后
走到台前，督促事件从失衡走向公平和正义。
可是在缺少约束的网络虚拟时空中，自私、
狭隘、刻薄等深潜在人性深处的“魔鬼”也

会悄然伸出它的触角，很多人在不了解事情
的真相时就妄加评论，甚至诋毁辱骂。

这样的肆意评论一旦主宰舆论风气，往
往会隐藏事情的真相，进而“借刀杀人”。
比如之前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不明真相
的群众将一位正常行驶的女司机推上了风口
浪尖，险些丧命的她却被扣上了“始作俑者”
的帽子。若不是公安当局及时发文澄清，这
一盏生命之灯是否会熄灭也未可知。

言论自由不等于造谣自由。一个自由的
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社会。在
这个社会中，如果所有的人都充当无聊的看
客与隐匿的喧哗者，这注定是一个没有公共
精神的社会。

因此，对于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人来说，
不仅要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坚守正确的价
值观，保证网络言论的文明，确保自己言行
有“节”；还要提高对不同信息的辨别能力，
既不做言论自由的滥用者，也不做推波助澜
的看客，做到有“智”明辨。正如《止学》
中所言：“天贵于恒，人贵于明，动之有戒
也。”

为了使中国“得以改变”，我们每个人，
都应在道德法律约束内趋利避害，理性使用
网络，做有节有智的优秀网民。

【点评】

作为一篇考场任务驱动型作文，本文逻辑严
密，思考有深度。文题揭示了中心论点，第
一段紧扣材料提炼概括观点。行文中段落中
心句彰显思路的清晰，使得论证结构层次分
明；文章引用准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考生
阅读的广度与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