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生而强者不

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卑也。私

以为，“体育之效”不应只停留在身体

层面，而是对个人，乃至家国，都具有

启示意义。强者不恒强，应居安思危；

弱者不恒弱，应奋起直追。

老子有言：“自伐者无功，自矜者

不长。”回望历史长河，秦王扫六合，在

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的王

朝，然其刑法严苛，未能安抚六国遗

民，庞大的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反观

唐太宗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腹饱而身毙”，

在他统治的时期，贤臣进谏，明君纳

谏，缔造出贞观之治。生而强者，往往

更容易目空一切，滥用其强，难免会跌

落神坛，先前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唯有谦虚自省，常怀进取之心，方可立

于世，行稳而致远。

生而弱者，亦不必自卑甚至沉

沦，而应坦然面对，奋发图强。古人

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海

伦·凯勒从小生活在没有光明的世界

里，可她的心房却是明亮的，在日复

一日的模字练习中，她终于取得了进

步。中国共产党成立于红船上，崛起

于微末中。一个个弱小的无产阶级

革命者联合起来，同饱受苦难和压迫

的底层劳动人民一起战斗，坚持人民

立场，不断奋斗，历经百年，昔日小船

已成为巍巍巨轮。可见，即使生而弱

者，只要积极进取，增益其所不能，也

可以成长为至强者。

其实，强与弱既在不断转化，也

在相互映衬。曾经，弱肉强食的竞

争哲学大行其道，以致民众心理日

益紧张，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

发展方向。现代文明最基本的标志

就是摆脱了野蛮化，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无法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

身为强者，掌握着优势条件，在怀进

取之心的同时，也应明晰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持守“弱者本位”的立场，

方 能 实 现 强 者 更 强 。 处 于 劣 势 之

时，更要继续锤炼自己，有不达目标

不罢休的韧劲。如此，才可能共同

构建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无论强

弱，皆竭尽全力提升、完善自我，不

仅是个人的修身之道，也是国家强

盛的必经之路。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灯而行。

须知，强弱应是每个人进步和发展的

动力而非阻力，强与弱，变化的决定权

在己。一言以蔽之：强者应自危，弱者

莫自卑。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学生 蔡天乐）

—— 评评 语语 ——

本文语言干净利落，说理清晰到

位，认识上亦有高度。在以典型事例

阐明强弱并无恒定之态，常处变化之

中后，又能认识到国家之强大需共同

推动，呼吁强者自谦自省，持守“弱者

本位”，弱者自强自信，不断进取发展，

将立意推向现实，推向深刻。

从古至今，强与弱的概念都是相

对的，既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绝对

的弱者。所谓的强和弱都仅指某一阶

段能力的高低，这也促使我们不断进

步，有“不拘于强，不困于弱”的心态，

为目标付出努力。

“不拘于强，不困于弱”在体育方

面有极大体现。所有优秀运动员的产

生，都离不开这种积极的心态和日复

一日的努力。以短跑名将苏炳添为

例，他的身高在赛场上并不占优势，但

这并没有使他丧失对短跑的热情。相

反，他通过提高步频弥补了劣势。当

他成为“亚洲飞人”时，并未止步，而是

继续刻苦训练，在与世界各国名将的

比赛中不断超越自我。正是这种“不

困于弱”的想法使他弥补了劣势，并怀

着“不拘于强”的信念突破亚洲记录，

走向世界的舞台。

“不拘于强，不困于弱”也激励着

人们不断求知，丰富自身，培养精神内

涵。只有怀着这种信念，才能在学习

中有所成就，为个人发展打下基础。

古时候的仲永，年少时十分有天赋，精

通诗书，在同年龄段孩子中可谓强

者。但他自恃天赋，没有上进心去更

进一步，从而逐渐被其他人超越，成了

平凡人。物理学家霍金则正好相反。

他虽患有渐冻症，是身体上的弱者，但

他没有被病痛击退，而是发挥自己的

智慧，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难

题，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可见，“不拘

于强，不困于弱”的信念也促使着我们

丰富自我，不断发展。

“不拘于强，不困于弱”的思想同

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不断

发展、不断强盛的国家，其领导者一定

要有始终积极进取、不惧困难的心

态。秦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逐渐强

盛，直至灭六国、建立秦朝时达到顶

峰，然而秦始皇和秦二世陶醉于自己

的强大，贪图享乐，横征暴敛，这为日

后秦的衰落和灭亡埋下祸根。而此后

的西汉，虽然初期经历了战乱纷争，国

力远不如秦朝，但统治者在面对积贫

积弱的局面时，奋发图强，努力突围，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农业发展，

也造就了“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为

西汉二百多年延续打下基础。因此，

国家的发展也要求统治者有“不拘于

强，不困于弱”的思想。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生而

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

也。每个人都不是绝对的强者，每个

国家也不是绝对的强国，但如果积极

进取，不断奋斗，保持“不拘于强，不困

于弱”的心态，也终究会有所进步，变

得更强。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学生 于家傲）

—— 评评 语语 ——

本文紧紧围绕材料审题立意，从

体育、人生、社会等三个层面阐述“不

拘于强，不困于弱”的内涵，层层深

入。同时，每一段都亮出分论点，并

以恰切事例与有效分析加以支撑，说

理到位，结构严谨，是一篇可学可读

的好文章。

第一步：整体阅读

审题立意要从材料整体出发，全面把握材

料意旨，不能抓住一点不放手，更不能断章取

义，脱离材料立意。题中材料来源于毛泽东的

《体育之研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倡体育锻

炼，考生写议论文必须紧紧扣住“体育之效”

来阐述。

第二步：多层思考

试题材料蕴含的观点不是唯一的，考生要

全面审题，挖掘材料背后的深层意蕴。从“个

人自己”“社会人生”“家国历史”三个层面思

考。例如：材料中“滥用其强者会变弱，勤于

锻炼者会变强”一句，从个人层面去思考，可提

炼出“自信、自强”这两个关键词，然后围绕关

键词就可以提炼观点。材料中“生而强者不必

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一句，从社会人

生角度去思考，提炼出“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

题”的核心观点。同样是这句话，从国家历史

角度去思考，提炼出“追忆百年峥嵘，见证大国

崛起”的核心观点。

第三步：角度最佳

立意应该以“最佳”为标准，考生结合实际

情况，兼顾题目要求、主旨倾向、立意新颖等内

容，选择能驾驭的进行落笔。

总之，单则材料作文的审题和立意，应该兼

顾命题的目的——立德树人。考生抓住“赞美”

“品质”“大小”三个词语进行立意。从国家进步

角度“赞美”；从个人和集体“大小”角度阐述；围

绕当代青年优秀“品质”进行论证，就能做到论

据充分和观点明确。

1917 年 4 月，毛泽东在《新青年》

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中论及“体

育之效”时指出：人的身体会天天变

化，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生

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使是至强者，

最终也许会转为至弱；而弱者如果勤

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也会变而

为强。因此，“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

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

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

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请结

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

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

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例文例文11：：

强弱无定势 弱者莫自卑

例文例文22：：

不拘于强 不困于弱

审题分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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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作文是高考语文卷的压轴“大戏”，每年都备受关注。本期起，作文版开设

“真题真练”栏目，邀请经验丰富的一线语文教师，结合近年高考作文真题，为考生解读

应试思路，展示优秀例文，助力考生理清备考思路、提升写作水平。

真题

真练

单则材料作文审题需要讲“章法”

审题，就是深入思考和反复推敲作文题目和材料，以求理解其含义，弄清写作的具体要

求，确定写作范围和重点，确定下笔角度及感情抒发的基调。立意，就是确立写作中心，即

确立论点，鲜明的论点是议论文的灵魂，审题立意是写好作文的第一关，下面就以（2021年

新高考试卷 1卷）作文为例，与考生谈谈单则材料作文审题立意之法。

本期关键词：

本期嘉宾：

审题

冯淑娟（北京市陈经纶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崔伟平（北京市陈经纶

中学语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