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场一类文】

如何论述“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北京市十一学校特级教师 雷其坤

【题目】 北京市海淀区高三语文一模作文题
统编版小学课本识字第一课的内容为“天地人

你我他”，这六个字引导儿童时期的我们认识世界，

了解世界。如今，18 岁的我们站在成人的门槛前，

应对这六个字有更深刻的理解。要成为一个怎样

的“人”，需把“我”放在“天地”“你他”之间去思考。

请围绕“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自选角度，自拟

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

畅，书写清晰。

【导写】 这是一道话题作文题目。对于站在

成人门槛的高三学生而言，“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正

是“切身须要急思量”的问题。

考场作文必须符合题意，准确审题至关重要。

作文导语第一句说小学课本识字第一课“天地人你

我他”，交代话题的来由；第二句说站在成人门槛的

高三学生对此应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提示作文要表

达“我”对“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理解与思考；第三

句话强调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需把“我”放在

“天地”“你他”之间去思考，这是对作文立意的限

制，也就是说，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为话题作文，

不能随意用“善良”“勇敢”“大度”“勤奋”“敢创新”

“知进退”等词语替换话题中的“怎样”去立论、行

文，而必须把“我”放在“天地”“你他”之间去思考。

这样，作文才会切合题意。

就“天地”维度思考，可以联想到“改天换地”

“开天辟地”“感天动地”“顶天立地”等词语，可以联

想到冯友兰《人生的境界》中的“天地境界”……“天

地”可以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可以指境界或境地，

还可以指某事物的范围，如网络天地、集邮天地、影

视天地，作者可以自我界定，贵在自圆其说。“我”与

“天地”的关系是双向的，例如以自然为“天地”，那

么，“我”从自然获得滋养，依赖自然得以生存，要热

爱自然，保护自然，更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不要

以万物之灵长自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肆意、狂妄

地去征服自然。

从“你他”维度思考，就是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

联，可以联想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君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等古语，可以联想到“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的名言。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是双向的，既要善于

借助他人的肩膀站得更高，又要乐于为他人助一臂

之力；既要有合群之德，又要有独立思想；既要有甘

居人后的谦让态度，又要有敢为天下先而勇做领头

雁的精神……不必面面俱到，贵在思想深刻、独到。

以上两个方面要形成有机关联，统一于“我”要

“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话题之中，由此提炼出一个

能涵盖两方面的中心论点，再展开论证。“天地”“你

他”可以在中心论点里出现，也可以不在中心论点出

现而在分论点出现。文中有“我”，为时而著，体现现

实意义。

要善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写作的思想与材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这些名言

都可以引用。课文中焦裕禄、袁隆平、屠呦呦、张秉

贵等事例也可以运用，还可以用现实中张桂梅、邓清

明等人的事例。当然，除了引用论证、举例论证外，

可以灵活运用类比推理、因果分析、对比论证、事理

论证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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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 18 岁的“新成年

人”，正在对社会进行着自己的

试水。“天地人你我他”的初始概

念在此时引发了我们更深的思

考——人既要投入到社会中去，

也要在人海中坚守自我的独特

和完整。

一个人头顶天，脚立地，“天

地”意味着他周围社会、世界的

总和。而“你”“他”作为横向视

角下与“我”互动的个体，是和

“我”一样的社会中的一份子。

躬身入“天地”是一个人得

到发展的基础。没有人是一座

孤岛，其价值和能力都需要在

社会实践中彰显。社会中的资

源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基础，人

民群众则是我们发展的源泉动

力。路遥深入陕北窑洞，呕心

沥血写下反映当代农村风貌的

《平凡的世界》；张桂梅创办华

坪女中，以亲力亲为的奉献改

变了无数大山女孩的命运，使

她们拥有越过高山的胸怀和眼

界。当人深入社会，才会发现

其中蕴藏着无数可以发光发热

的空间。

有别于“你他”是一个人持

续发展的关键。一是在于行动，

二是在于思想。行动上，我们要

挑战他人不曾涉足的领域，求变

求新。当年马云创建中国黄页

的互联网事业，因超于时代而处

处碰壁，但他敢为天下先，最终

成就了阿里巴巴的商业帝国。

思想上，我们要不被信息洪流所

裹挟，坚定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不让自己的大脑做别人思

想的跑马场，是走出自己发展之

路的要诀。

由此，我们应该努力找到自己

在“天地”和“你他”中的位置平衡，

在社会的汪洋中有边界地航行。

其一，要以立足本我、学习

社会的态度清醒入局。社会中

往往会生成一种“主流思想”，它

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免夹

杂着乌合之众的片面与盲从。

我们要把它作为对个人思想体

系建构的参考，但不可在这种

“过大的声音”中迷失了自我。

其二，要以提升自我、追求创

新的方式奉献社会。当今，只有

全面的创新性人才才能跳出同质

化的沼泽，避免形成被他人甚至

人工智能替代的命运。如果我们

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完善自

我、孜孜不倦地探索，就有希望凭

借自己的汗水助力国家更快发

展，在世界的东方展现蛟龙之姿。

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定

语和“人”之名词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它指示着我们如何向内生

长、向外探索。

【点评】

将“天地”“你他”巧妙嵌入标

题，表明作者审题准确。开头一

段亮出中心论点，第二段对“天

地”“你他”作简要解说。接下来

从两个维度分而论之，两个分论

点都置于段首。然后再深入一

层，从“怎么办”的层面合而论之，

用“其一”“其二”标明层次。论证

思路清晰，论证较为充分。

海淀一模作文

躬身入“天地”，有别于“你他”
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 李佳栩

小学课本识字第一课以“天

地人你我他”为内容，启示我们要

在“天地”“你他”之间思考自己要

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认为，我

们要从天地和社会中得到启示，

成为一个有视野、有格局的人。

这里的“天地”是指自然万

物，从幽深海域到浩浩苍穹，从

鱼虫鸟雀到高山大江，均是“天

地”的一部分。而社会则是指由

“你我他”构成的人文关系图，包

含人伦、经济、政治等方面。所

谓视野与格局则是指有不局限

于自己生活的思考与认识，和对

与自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的事

的关注与关切。

天地之大，人何渺小。阔大

无垠的天地启示我们要眼界宽

广，不局限于自己所处的时空。

自古以来，人类就感叹于世界之

大。屈原问天，苏轼寄蜉蝣于天

地……面对天地，大多数人都会

被震撼，进而生发出人类渺小之

感。但我们不应把这一感悟当

作伤悲之语。相反，这正是自然

予我们的启示。星河灿烂，勾起

我们对天外之物的遐思，让我们

怀抱着好奇不断探索未知；沧海

桑田，引发我们思古之情的同时

也启示我们不囿于自己所在的

时 间 ，而 要 以 史 鉴 今 ，继 往 开

来。自然在空间上的无穷和时

间上的无尽启示我们，要拥有超

越时间空间的格局与视野。

社会中人来人往，百态尽

显，启示我们要做一个具有人文

关怀，事事关心之人。每个人都

不是一座孤岛，社会的洋流冲击

着我们，将我们与他人相连，而

这一联系便要求我们不能只困

于自己的四角天空，我们应当

“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便是一

种视野与格局。现代社会的新

媒体时代，世界各地的消息都能

时时送达我们手中，又让我们如

何对天下各地之事视而不见？

为外地的见义勇为者点赞，给山

区的孩子捐出一本书，在网上号

召环保……这些点滴小事都是

我们视野的体现，社会启示我们

这样做，也需要我们这样做。

如今，社会上似乎出现了一

类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

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身边

的无关之事都毫不关心，连摔倒

的老人都不愿扶起，又何谈格局

与视野呢？若社会被这种人充

斥，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更体现

出从天地、社会中收获启示，扩

展视野与格局的重要性。

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需

要把“我”放在“天地”“你他”之间

去思考。山海沧沧，人海茫茫，我

们应当从中收获启示，变成一个

有视野有格局之人。它们启发我

们如此，它们也需要我们如此。

【点评】

“要从天地和社会中得到启

示，成为一个有视野、有格局的

人。”观点鲜明。第二段对中心

论点中的“天地”“社会”（包含

“你我他”）等概念作出明确界

定。接着分别论证从自然与社

会中获得的启迪与感悟及其对

“成人”对意义。正面论证之后，

再结合社会现实针砭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正反对比，破立结合。

在“天地”“你他”间成人
海淀区某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