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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65】青岛二中高三模考：以“种子”为喻体的哲理性材料作文解析

本篇解析老师丨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丁德斌

【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一粒粒种子，融入大地消失不见，看似消失
了，却在悄然间孕育更多新生命。由此生命
生生不息。
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也需要无
数粒这样的种子。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
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拟标题，明确文体，不得套作，不
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命题说明：本题为编者原创。

【命题方向】
人文底蕴：人文积淀

科学精神：勇于探究

学会学习：勤于反思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审题】
限制性：

1.材料含义限制。材料第一段写到自然界中
的种子孕育生命的现象，“消失”意味着原
来种子的个体属性已不复存在，“更多新生
命”是孕育、变化、生发的结果，不能理解
成积少成多。这个句子只是个喻体，命题人
想借此表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也
如同种子孕育新生命一样的道理。考生要对
材料进行综合理解，不可以断章取义。

2.写作侧重点限制。材料第二段强调人类社
会中国家、民族的复兴需要具有“种子”一

样精神品质的人，这是写作的侧重点，而这
里所说的“种子”的内涵在第一段中已有明
确的界定，不可以偏离。

3.构思限制。“你”指的是写作主体——考
生，即青年学生；“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
的联想和思考”，限定“联想和思考”的内
容必须由“以上材料”而来，不得脱离材料
内容及含意范围作文。

开放性：

1.立意角度是自由的。考生可以从个体的角
度谈“这样的种子”与国家、民族复兴的关
系，也可以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谈“这样的
种子”的作用，还可以立足当下谈中国复兴
需要什么样的“种子”，还可以站在当今青
年的角度呼吁每一个有志青年立志成为国家
复兴的“种子”……

2.“联想和思考”有一定的开放性。考生在
组织材料时，古今中外的素材都可吸纳进来
——历史上的“种子”、现实中的“种子”，
文化的“种子”、科学的“种子”……科研、
文学、教育、医学、国防等各领域为国家、
民族无私奉献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事例都可
以联想使用；可以由“种子”与“新生命”
的关系思考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可以思考“这样的种子”的价值，可以论证
该如何成为“这样的种子”等等。

3.文体选择是自由的。考生可以表达自己的
理性思考，由种子孕育新生命蕴含的哲理类
比国家、民族复兴的道理，写成议论文；也
可以写成记叙类文章，如紧扣“种子”的象
征义叙写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埋头苦干、无
私奉献的人或事；也可写成以议论或抒情为
主的散文。

【解题】
本题为有一定哲理性的新材料作文，主要考
查考生的价值观和思辨能力。材料有两段，
两段之间构成类比关系。第一段以自然现象
作喻，“种子”“融入大地”“孕育更多”，
比喻埋头于事业、牺牲自我、无私奉献、感
召和培育更多后继者的人。第二段“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复兴，也需要无数粒这样的种
子”则明确了材料的重点所在。考生需要综
合材料内容和含义立意。

【参考立意】

正确立意

1.化作粒粒种，献身我祖国。

2.种子悄然成就民族之芳林。

3.奉献自我，为民族复兴默默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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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子撒大地，悄然育复兴。

5.做国家之种，生生不息。

……

错误立意

1.积小行，累暗功。

2.悄然间，大地一片新绿。

3.沧海万粟终成参天大树。

4.悄然付出，成就你我。

……

【范文展示】

“种子”悄然成就民族之芳林

青岛二中数学 MT 二班 于卓浩

种子融入大地消失不见，看似已逝去，

实是将自己的生命在新生命中延续。现实中，

国家与民族的复兴需要许许多多如此般的种

子。虽身逝，但将生命在后辈中延续。论其

方式，不离德存、功存两种。

所谓德存，即建立德行，以传后世学习；

所谓功存，即立下功劳，使国昌民盛。此两

者，均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之举，如今，我

们也更需要这样的“种子”成就国家与民族

的复兴。

几千年，转瞬即逝，八佾之舞步早已湮

灭，不舍昼夜的河流亦不再奔波，25 个王朝

兴衰交替，湮没于岁月的长河中，但也孕育

了更多总有些相似的新生命，由此生命生生

不息。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夫

子歌毕，终是仙逝而去。孔夫子就好似那颗

融入大地的种子，虽身逝，但弟子三千，《论

语》传至后世，成为中华民族一代代人的精

神支柱。两千年来，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华

民族精神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来自孔老先生

及无数如他般以德传世的付出吧。

如今，当初的一粒粒种子，已在代代传

递中长成了参天大树，给予每位中华儿女以

荫蔽，德传后世之效用，无需更多言。

然，欲助民族复兴，不啻德存之“种子”，

亦需功存之“种子”。

田家炳先生，亿万富翁，香港皮革大王，

本可选择荣华富贵享受此生，但他选择了另

一条路。160 所学校——上万学子有书可读；

126 座桥——使那天堑变通途；23 所医院—

—救下无数生命……99 岁时，他驾鹤西去，

然他早已将自己化为一粒种子，将自己的生

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续。虽离去，但他给了更

多人以希望，让数十万人接过他手中的接力

棒，为民族之富强继续奋进。

孔子与田家炳，这样的“种子”均可彪

炳史册。你我学生辈，做不到著书以醒后世，

也做不到用个人财产建设数百学校，但“苔

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可以学习前

人，让他们精神的种子能真真正正助我们绽

放一花。归根结底来说，前人再多“功”“德”，

最终都要由我们来继承。所以，踏实学习便

是你我成为“种子”的基本功。

仍需警醒的是，如今社会享乐之风有盛

行之势，切勿被那眼前欢愉遮蔽了双眼，须

谨记——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

属于青年。二十一世纪是属于青年人的，我

们也须接好时代发展的新一棒，承继钱学森、

南仁东、袁承业等前辈之精魂，用自己的汗

水去悄然成就民族之芳林。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

泻汪洋。新时代的篇章正翘首期盼我们去谱

写，还请拿出十分努力，去做一颗种子，为

祖国与民族的复兴增一分力、添一分彩。

【点评】

本文观点明确，标题即全文的中心论点。正

文开头概引材料，点明论述之中心内容——

身虽逝，德存，功存；主体部分紧扣“德”

与“功”结合孔子、田家炳两例进行分析，

“如今，当初的一粒粒种子……”为过渡段，

接下来联系青年学生实际情况论述“怎样

做”。最后总结全文，发出倡议。此文结构

较严谨，脉络分明，也较有文采。若能再做

些辩证分析，素材再鲜活些、丰富些，就会

使文章更上一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