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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考生

■我写高考作文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班级读书会发言稿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1）班
柴欣颖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很开心能跟大家分享阅读史书的

一点心得，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

从史书中可知：管仲知时，能顺应
时势，辅佐明君。桓公知理，能任人唯
才，不计前嫌，成就霸业。可他们带给
我的触动，远比不上另一个人——鲍
叔牙。是他让我看到了，知人与自知
的力量。

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
明。”人生的智慧，最重要的是自知。
而自知的首要之处，是明了自己的无
知。既然自己无知，那便先居人后，找
个知道的人来合作，大事可成，自己的
人生短板也补齐了，这就是鲍叔牙的
聪明之处——打上补丁。管仲深谙人
性，明晰利害，知道如何发展经济。鲍
叔牙明了自己无法与之相比，主动让
位，为自己和别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
置。让管仲成为自己的补丁。贵有自
知，谦以子牧。同学们，请了解你自
己，卢梭曾说：“人之所以走入迷途，不
是因为他无知，而是因为他自以为
知。”自知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
位置，明了合作的意义，还能培育更宽
广的胸怀，更真诚的谦逊。

前面我曾讲到，管仲是鲍叔牙的
补丁。“管鲍之交”之所以能流传千古，
其实在于鲍叔牙的识人之才。首先，
鲍叔牙了解管仲，从不因管仲家境贫
寒而恶待，也不因管仲曾多分给自己
分红而否认管仲的才华。鲍叔牙一直
以宽容和赏识的眼光看待别人，识人
之才。其次，鲍叔牙了解齐桓公。他
直言上谏，因为他深知齐桓公求贤若
渴。鲍叔牙知人，是知人之需。所以，
同学们，知人不单单是日复一日地观
察，得出或好或坏的评价，更重要的
是，察人之需，察人之德，以一人之德，
解另一人的需，为更多的人，找到人生
的补丁。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察人观
己呢？答案是：读书。《吕氏春秋》载：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它的意思是说，人天生具有迁移的能
力，故事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有
通过读书，我们才能在如今狭窄的生
活中，见到拥有各色经历，各样特点的
人物，才能通过特点、经历与结局的对
照，明了何为智者，何为大才。我们才
能通过自己与人物的对比，反思自己
的行为，作出更正确的选择。

可以说，我们很幸运，遇到鲍叔
牙，让认识自己的力量如此直观形象
地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明白留心自
己，关切他人的重要，让我们体会合作
的意义。

宋教仁曾说：白眼观天下，丹心报
国家。愿我们都能眼察天下，心报国
家。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审题难度不大，内容
上回归经典文化

所选材料出自《论语》和《史记》
等经典文化典籍，重视传统文化，

“管鲍之交”的成语耳熟能详，试题
难度不大。命题充分发挥优秀文化
的浸润功能，利用传统的优秀品格
感染学生、影响学生。试题所选角
度主要有三个方面：

1.赞扬鲍叔能知人善任，敢于
举荐能者。

鲍叔协助公子小白夺得国君之
位，并推荐管仲为相。他明知管仲
对齐桓公有杀身之仇，但自己拒绝
了相位，并推荐当年差点要了齐桓
公性命的管仲为齐相，鲍叔甘居其

下。称只有管仲才能让齐国称霸，
于是齐桓公封管仲为相国，才使管
仲的才能得以施展。管仲尝叹曰：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此世称管鲍善交者。鲍叔是一个完
美的人。

2.赞扬管仲的贤能才华，不尚
武力。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以天下苍生
的生活为己任、处处以国家利益为
重的伟大人物。管仲带兵阻击小白
也是各为其主。当得到鲍叔牙推荐
担任国相时，任职期间，对内大兴改
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
诸侯，一匡天下，辅佐齐桓公成为春
秋五霸之首。孔子说：“桓公九合诸
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靠
的不是武力征战，而是以德服人，值
得称道。

3.赞扬齐桓公能宽宏大量，任
人唯贤。

齐桓公明知鲍叔推荐的是自己
的仇人，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虚心
纳谏，拜管仲为相，君臣同心，励精
图治，终成霸业。后人称颂齐桓公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
之首，难能可贵。

以上三个角度，只要能选出自
己感触最深的人物来写，再联系现
实，自圆其说即可。

形式上贴近生活，重
视任务驱动

形式上属于典型的任务驱动型

作文形式，贴近生活。
“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围绕上

述材料展开讨论。齐桓公、管仲和
鲍叔三人，你对哪个感触最深?请结
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这是任务驱动要求。

要熟悉发言稿的一般要求。文
体特征要鲜明。发言稿由标题、称
谓、问候语、主体、致谢语构成，考生
要符合发言稿形式规范；多采用呼
告、反问、祈使句式，增强发言的说
理性。发言时 心中有听众，行文讲
层次，说理有情感。

命题具有较强的限制性，更有
效地规避套作和宿构，实现写作能
力在应用层面的考查。认真审题，
可以避免写作偏差。

抓住关键，要在发展
等级上多挖掘

题目不难，但写好不易，需要紧
扣“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
哪个感触最深”关键句来写，选择自
己擅长的角度来写，可以人物之间
进行比较，但切不可三个人都赞扬，
平均使用力量，体现不出“你对哪个
感触最深的主题”。作文得高分要
在发展等级上多挖掘。

作文立意是否深刻，情感是否
真挚感人，材料是否准确丰富，结构
是否明晰，语言是否有文采，这些需
要下一番真功夫，在确保审题准确
的前提下，作文要想得高分必须在
发展等级上至少占一条优势。

名师解析今年高考作文该咋写
今年河南高考作文怎么写能得高分?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邀请到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

国语学校名师为大家做详细解析。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高冬丽

作文题目体现了今年
高考“稳”的特色

从作文题型来看，体现了高考
命题的“稳中求新，稳中有变，尽量
保持与往年试题的衔接照应”的原
则。

与2017、2018、2019年的全国
Ⅰ卷相比略有变化，但是与2015年

全国Ⅱ卷的“谁更具风采”和2016
年全国Ⅱ卷“语文素养的三条途径
比较”又有衔接和照应。整体上属
于新材料作文加上任务驱动情境的
类型，这种作文类型考生都比较熟
悉。考生不管是围绕最有感触的一
个角度直接成篇，还是在比较中围
绕最有感触的一点来写，都属于审
题准确。

其次，作文立意并不难，只要围
绕“人才”这一话题，不管是不计前
嫌地重用人才还是不计私利举荐人
才抑或是努力成为堪当重任的人才
都属于准确立意。而且这一话题考
生并不陌生，只要认真审题都不会
有问题。当然，考生最好能够紧扣

“班级读书会”这一情景展开阐述。

体现了“以国为重”的
家国意识

不少人觉得，和其他几套试题
的作文直接指向家国情怀青年担当
相比，2020全国Ⅰ卷好像并不能很
好地体现“立德树人”的命题导向，
实则不然。不管是齐桓公还是管仲
还是鲍叔在“人才”问题上都体现了

“以国为重”的家国意识。

即使齐桓公曾被管仲射中，但
是依然以国为重重用人才；即使管
仲本不属于齐桓公的部下，但是管
仲依然能够以齐国为重，帮助齐桓
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即使鲍叔和
管仲曾是敌对双方，尽管举荐管仲
会影响到个人的私利，但是鲍叔还
是坚决举荐管仲。他们都能放下个
人恩怨个人利益去成就家国伟业，
都能将个人发展融入到家国命运中
去，这不正是高考作文“以德树人”
的体现吗？

看似出乎意料，实则
是常见话题

据了解，和这个作文题目相关
的课内篇目有很多，《廉颇蔺相如列
传》《鸿门宴》《晋灵公不君》等篇目
都或多或少与这个话题有关。另外
作文的思辨色彩，怎样通过材料提
炼观点等能力都体现了高考作文对
语文教学的引导。

总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看
似出乎意料，其实都是考生常见的
话题，常见的作文类型，要求考生在
新的情景任务下，表达出自己真实
的思考与感悟。

审题难度不大 回归经典文化 贴近现实生活
张定勇 河南省实验中学正高级教师、河南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河南省名师、河南省教育

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反押题 重能力 题型稳 审题易
尧建兴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三年级语文备课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