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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世界”与“自我”，你如何权衡？

本篇解析老师丨浙江省淳安二中 钱华南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个
体发展，甚至以“自我”为中心；但鲁迅先
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
有关。”

作为当代青年，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
考？请写一篇文章。

【注意】1.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
2.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3.不得少于 800
字。4.不得套作、抄袭。

命题说明：本题来自 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
杭州地区（含周边）重点中学高三语文考试
题。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关怀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健康生活：健全人格

【审题】

限制性：

1.这是一则新材料作文。材料中的两段话以
分号为分界线，第一段话体现了“注重个体
发展”这个核心，第二段话体现了鲁迅先生
所说的“都和我有关”这个核心。两段话之

间用了“但”来连接，表明我们审题立意的
核心应该以第二段话为主，适当兼顾第一段
话。

2.“作为当代青年，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和
思考”，要求考生必须把握住上面材料中“注
重个体发展”和“都和我有关”这两个核心，
来谈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即考生必须对
两个核心的关系做一番独到的思考。在厘清
两者关系的基础上，考虑到两段话之间用了
“但”来衔接，考生还是应该将世界与我有
关的角度作为最佳着力点，倒推回来再对“注
重个体发展”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3.“作为当代青年，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和
思考？”引导语规定了写作者的身份为“当
代青年”。“体验”侧重感性述说，“思考”
侧重理性表达，文体倾向适宜写议论文。

开放性：

1.“角度自选，立意自定”，给了考生一定
的自由发挥空间。这则材料中的主要角度有
三个，一是注重个体发展角度，二是世界与
我有关角度，三是两者结合的角度。尽管这
三个角度都可以写，但最佳立意还应该是从
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

2.文体选择是自由的，记叙文、议论文、散
文均可，但必须“明确文体”且“不得写成
诗歌”。“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
“体验”侧重感性述说，可以从自己的亲身
体验中表现对文章主题的理解；“思考”侧
重理性表达，可以从两者关系入手，结合自
己的思考分析出孰轻孰重，最后明确自己的
观点。

3.材料中第一段话“注重个体发展”，意味
着我们需要做好自己，个体发展是基础，但
需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第二段话“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意味
着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与世界息息相关，
需要我们关注社会、关注世界，要有责任担
当精神。前后两段话，都可以作为作文的出
发点，亦可综合材料内容和含义进行立意：
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关注世界；做好自己
的同时，还要关注世界；关注世界，做更好
的自己……

【解题】
材料中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给第一个核
心“注重个体发展”提供了存在的背景，符
合“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因此，我们必须
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利与弊。但“甚至”一
词的表述，非常明显地指出“以‘自我’为
中心”是一味追求“自我发展”，是一种自
私的做法，对这种做法我们应该持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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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态度。

材料中的第二个核心是鲁迅先生说的“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
话出自《且介亭杂文末集·这也是生活》一
文，是鲁迅先生病逝前一个月在病中的状态
下所展示出来的思想，我们可以理解为先生
在病中仍然心系社会、关心人民疾苦，这是
一种胸怀天下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而这一
点也恰恰是我们当代青年应该具备的优秀品
质之一。

因此，本文的最佳立意应该是辩证看待“注
重个体发展”和世界“和我有关”两者之间
的关系：（1）“注重个体发展”的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关注世界，以天下为己任，明确自
己今后肩负的重任。（2）拥有世界“都和我
有关”的情怀，具有责任担当精神，则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个体发展”。

【参考立意】
1.须心系天下，防故步自封。

2.发展个人，融入世界。

3.世界与“我”息息相关。

4.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关注世界。

5.做好自己的同时，还要关注世界。

6.关注世界，做更好的自己。

7.在社会发展中发展个体。

8.勿过度“自我”，做关注世界的“大我”。

……

【范文展示】
勿过度“自我”

（题目体现了一定的思辨性）

高三（7）班 宋洁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这是鲁迅先生的胸怀：有抱负、无私、
心怀百姓。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应该追求
先生这种境界，关注现实，关注身边的人，
当然应该注重个体发展，但不能过度“自我”。
（从材料的后半部分切入，提出自己的观点。
审题把握比较准确）

过度“自我”会影响“自我”发展。随
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个体发展，
这种现象本身自然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
要，因为我们的教育本就提倡“多元发展，
扬长教育”。但凡事皆有度，如果只以“自
我”为中心，一味追求个体发展，对社会变
得冷漠、自私，我想这样的个体发展，也只
能算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时间久了，
这样的个体自然也会被别人否定，到那时还
怎么谈个体发展呢？（分析“注重个体发展”
时过度“自我”的弊端，进一步解读观点）

古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范仲淹。正是因为他能够拥有“都和

我有关”的情怀，心怀百姓，心系天下，为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
下的人民幸福出力，才被朱熹称为“有史以
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他所倡导的先忧后
乐思想，也便成了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
精神财富。但如果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只想自己的贪图享乐，而置百姓的叫苦不迭
于不顾，这样的范仲淹是肯定不会得到我们
的尊重和爱戴的。（举范仲淹的例子，用假
设和对比论证拥有“都和我有关”情怀的价
值）

今有离开繁华的都市前去贫困山区支教
的教师。他们有些人在贫困山区一待就是十
几年。他们注重个体发展，让自己成为一位
优秀的人民教师；但他们更愿意付出，舍“自
我”为大家，忍受艰苦的环境，心甘情愿地
为贫困山区的孩子提供优秀的教学资源。正
是他们注重了个体发展，但没有以“自我”
为中心，才使他们那种“都和我有关”的社
会责任感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传递
着他们这种奉献的精神。（举支教教师的例
子，论证注重个体发展和“都和我有关”相
结合的作用）

不可否认，马云的成功，有他注重个体
发展的作用；但我们更不可否认的是，马云
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以当今社会的发展为前提
的。正是由于马云的个体发展为社会做出了
巨大贡献，才使当今社会反过来又促进了他
的个体发展。这是一对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
也是“注重个体发展”和“都和我有关”这
两者完美结合的典型例子。（用马云的例子，
进一步论证“注重个体发展”和“都和我有
关”两者结合的作用）

因此，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在注重个
体发展的同时，应不以“自我”为中心，更
好地关心周围的人，关注我们的社会，积极
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想，
这样勿过度“自我”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照应开头，呼吁勿过度“自我”，做真正
幸福的人）

【点评】

作为考场作文，文章的审题立意是比较恰当
的，厘清了“注重个体发展”和“都和我有
关”这两者的关系，提出了“勿过度‘自我’”
的观点。本文的语言平实，体现了考生的理
性思考。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尽管罗列的
事例不多，篇幅不长，仅有范仲淹、支教教
师和马云三例，但由于对它们的分析都是紧
扣观点展开，从而使事例论证起到了以一当
十的作用。最后的回应观点既使本文体现了
一定的现实意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
青年”思考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