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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美剧里都在读名著，你还在等什么？

本篇解析老师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二中 贾軏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完成作文。（60 分）

一个资深美剧迷，发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
现象：在诸多高收视率的美剧中，主人公们
都会不经意间滔滔不绝地谈到经典文学或文
学家。《末日孤舰》里，科学家吃饭闲聊时
的话题是马克·吐温；《绝命毒师》里的制
毒师在躺椅上读惠特曼的《草叶集》；《犯
罪心理》中提到的哲学家、文学家有几百人，
包括荷马、卡夫卡、荣格、鲍勃·迪伦、尼
采、莎士比亚、田纳西·威廉斯、安德烈·莫
洛亚……相反，在我们国产电视剧和电影里，
很少看到类似的场景，也很少有类似的内容。

上述这个对比，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悟和思
考？请就此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含意的范围作文；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秦安二中
高三第一次诊断考试语文作文题。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审美情趣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实践创新：问题解决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国家认同

【审题】
限制性：

1.“上述这个对比，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悟和
思考”，表明“感悟和思考”产生的源头有

明确限制，必须基于材料中的对比。对比的
内容为：美剧中“主人公们都会不经意间滔
滔不绝地谈到经典文学或文学家”，而“在
我们国产电视剧和电影里”，很少有类似的
场景和内容。“脱离材料含意的范围”即为
跑题。

2.材料开头一句告诉考生，这里所列举的是
一种“现象”，这就暗示考生要能够透过现
象看本质。

3.“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悟和思考”，感悟的
主体有明确的指向性——“你”，着意考查
考生的人文积淀与反思精神。

开放性：

1.感悟和思考的角度是多样的。既可以从个
人的角度来写，也可以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展
开；既可以从教育的角度写，也可以从社会
大众的审美趣味角度写。

2.文体是自由的。侧重“感悟”可以写成记
叙文或议论性散文，侧重“思考”可以选择
议论文。

3.本题目谈的是经典传承问题，考生要尽量
表现自己的文化积淀，在援引事例时有极大
的开放性。

【解题】
材料展现的国内外影视剧中两种截然不同的
现象，表面上看是在展现中外影视文化的不
同，实则意在通过对比来指出我国在传承本
民族优秀经典文化上的缺失。因此，在审题
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窥斑知豹，指出传承
文化经典，树立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参考立意】
1.拥抱经典，浸润心灵。

2.珍视民族文明，传承经典文化。

3.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实现民族文化复兴。

4.让经典文化走出象牙塔，走近大众。

……

【考场范文】
重拾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复兴
在诸多高收视率的美剧中，主人公们都

会不经意间滔滔不绝地谈到经典文学或文学
家。相反，在我们国产电视剧和电影里，很
少有类似的场景和内容。这个现象令人深思。
（列出现象，引人深思。）

材料中反映的现象是一面镜子，折射出
的是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漠视与无知。面对这
样的文化缺失现状，我们必须重拾经典，重
拾被岁月尘封的璀璨民族文化，更要重建属
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结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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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提出论点，体现自己对材料所举
现象的思考。）

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江河，经典文化就
好比长河中的一颗颗明珠。它们凝结智慧，
照亮茫途。然而，时代变迁，物欲横流，我
们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不知归途。无论这明
珠如何散发光芒，人们却早已将其深锁椟中，
束之高阁。我们的眼中早已没有了文学的光
芒。（联系当下，为下文张本。）

但文化也是一笔财富，是一笔更大的财
富。我们不该遗忘那些诗词歌赋：屈子的汨
罗、陶潜的东篱、太白的月亮、稼轩的栏干、
易安的黄花……每一首诗，每一阙词，在历
经历史淘洗后仍承载着既属于他们又触动着
我们的喜怒哀愁；我们不该遗忘那些经典名
著，葬花的黛玉，鞠躬尽瘁的孔明……每一
个人物、每一个画面，在漫漫岁月积淀后仍
然灵动鲜活；我们不该遗忘那些新月朦胧，
有爱的橡树，康桥的夜月……每一个意象，
每一个寄托，在时光流转中仍然浪漫唯美。
（集束式例证，凸显经典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唤起人们对经典的热爱。）

但这熠熠生辉的文化明珠，在今人眼中
似乎不值一提，没有什么比网络、八卦更能
引起他们的注意力。当下，他们并不在意脍
炙人口的名著、滋养灵魂的经典，在他们眼
里更重要的是带给他们巨大感官刺激的娱乐
八卦，段子，手游。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文化的遗忘，不仅仅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缺

失，更是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的缺失。（回归
现实，摆出事实，以批判眼光看问题。）

一个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要有自信心，
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对别国
的文化，不能因欣羡而遗弃本国的文化，否
则就会彻底地失去文化自信。

一个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
化是基石，是每一个国民的自信之源。让我
们拥抱经典，在短暂的迷失后重新找到自我，
让国民在国家进步中重拾文化自信。

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
号，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中国正在以
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民族优秀文化
不应被遗忘、被埋没，它应该是我们展示给
世人的一张靓丽名片。

（由个人到民族乃至国家，指出对待经
典文化的正确态度和用好经典的积极意义。）

唯有重拾民族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实
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卒章显志，照应标题。）

【点评】

开头紧密联系材料，透过现象看本质，表明
自己的思考。中间部分以集束式例证展现中
华经典文化的魅力，体现了对民族优秀文化
的自豪与自信，同时也展现了考生的文化积
淀。结尾部分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思考问
题，紧扣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时代热点，
体现了当代学子的责任意识和家国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