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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解题】

【“病文”】

“风刀霜剑严相逼”，植物在

严酷的条件下不再抽枝长叶，开

花结果。但并非停止了生长，而

是植物在用向内生长的方式积

蓄力量，以待来日的绽放。草木

如此，国家、民族亦然。

面对严霜，植物若想渡过难

关，必须具备足够的底气与实

力。根部牢固，才不会被凛冽的

北风连根拔起；茎条粗壮，才不

会被强大的气流拦腰折断；叶片

宽大，才能吸收阳光储存更多的

营养。从外观上看去，植物似乎

并无变化，没有枝条蔓生的生机

盎然，更没有奇花异果的张扬绚

丽，然而植物有植物的智慧，它

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向内生长，增

强韧性，养精蓄锐，不断积累，不

断沉淀，追求内部的丰饶与充

盈。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国家、

民族来说，面对重重困境与挑

战，我们只有学习“向内生长”的

智慧，打磨自身，提升实力，方能

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向内生长”的奋斗史。面对内

部的试错与外部如严霜一般的

国际环境，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就像植物不断向下扎

根，扎在民生的土壤里；我们大

力发展科技，从温饱不足到杂交

水稻，从绿皮火车到中国高铁，

从两弹一星到“天问”探火，科技

硬实力就如植物坚实的茎干，支

撑着整个国家的底气与尊严；发

展并弘扬传统文化，纪录片《国

家宝藏》，舞蹈《只此青绿》，“奇

妙游”系列电视节目，无不彰显

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如同叶片

之于植物，提供不竭的精神力

量。新中国依靠经济、科技、文化

等众多领域的向内生长，提升国

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

内生长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着眼

于最基础的问题，做出最本质的

改变，注重根本实力的提升，在沉

淀、积累中磨砺自身，由此才能在

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今时代，疫情肆虐，俄乌

冲突升级，国际局势紧张，严霜

已然降临。内有反复不定的病

毒疫情，外有美国霸权主义的打

压，正处在复兴之路关键节点上

的中华民族更应坚持向内生

长。疫情常态化管理、动态清

零，坚守防疫底线是保证人民生

命健康的根本，更是国家发展的

基石，向内生长，以保人民安康，

国之稳定；科技贸易战，华为面

对制裁岿然不动，海思备胎计划

一夜转正，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

与创新能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

向内生长，提升基础实力，国家

富强。不断追求充盈自身，丰厚

自身，才能为发展注入持续不断

能动力。

向内生长，生的是基础，是

根本，是国家发展的底气；长的

是磨砺，是奋斗，是国家前进的

动力。愿当代青年都能向内生

长，沉淀经验，积累斗志，以己之

奋斗，推国家之向内生长，创造

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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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回放】

作文（50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

答。不少于 800 字。将题目写在

答题卡上。

霜气，让一棵植物寂然自守，

向内生长，追求内部的丰饶，内部

的重量。

请以“向内生长”为题目，自选

文体，写一篇文章。

要求：文体明确，思想健康，内

容充实，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这是一道附带导语的命题

作文。乍一看，写什么，清清楚

楚，审题难度似乎不大。

但精准阅读导语，考生会

发现导语是由三个元素（要点）

构成的。

一是“霜气”。它意味着植

物外部生长环境的改变，变得

严寒、冷酷、肃杀。类比迁移

至人类社会，则象征着人们面

临的逆境、困难、打压、种种的

不友好。

二是“寂然自守，向内生
长”。这是指外在环境的恶化

带来植物生存方式、成长路径

的转变。如果是春秋佳日，漫

漫长夏，或和风吹拂，或细雨滋

润，植物当然可以正常生存、自

然成长，然“霜气”降临，使得它

不得不做出改变——“寂然自

守，向内生长”。

三是“追求内部的丰饶，内

部的重量”。这是植物调整生

存方式、成长路径后的具体的

发展目标，是命题人在进一步

解释“向内生长”的内涵。

总之，面对“霜气”，暂避

锋芒，养精蓄锐，寻机待变。

“向内生长”，是动植物的生存

智慧，是大自然的不变法则。

类比迁移，人类社会何尝不是

这个道理！

这 篇 作 文 ，立 意 可 大 可

小。小，可以写个人遭际；大，

可以写国家民族的走向。文体

呢，可议论，可记叙。或分析说

理，或叙述描写，随个人喜好，

就考生擅长。关键是考生能不

能精准地审读题意，合理地类

比迁移，很好地措辞成文。

下面，我们就选出两篇“原

汁原味”的考场作文，一起来分

析分析，看看考生在写作中的

常见问题。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难免

会遇到很多挑战，而克服挑战就

需要我们提升内在的本领，向内

生长。

向内生长的关键在于寂然

自守，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两年

短视频上，北大数学系的“韦神”

火了。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

人却拥有着极强的数学能力，更

令网友称奇的是他简单的生活，

朴素的打扮，以及每天的两个馒

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然

而面对流量，他并没有借机牟

利，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坚持自

己的生活，继续探索数学的奥

秘，这是源于他内心对数学的热

爱与坚定。他成长为一个如此

优秀的数学天才一定与他不受

干扰，向内生长有关。

无独有偶，政法大学的罗翔

教授也因他幽默的讲课，专业的

知识火了一把。但他却在爆火

之时选择了退网。相比于“韦

神”近似于“痴”的本能选择，罗

翔教授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找回

内心的勇气。我们诚然有时会

经受不住外界的影响，但应时刻

保有一种警觉，在危险时把本心

找回来，回归自我的世界，继续

向内生长，厚积薄发。

当我们过于看重外界的影

响时，就会停止向内生长，关注

于外在，而当我们过于关注外在

时，我们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并且失去自身的价值。孔子说：

“文胜质则史”，过于注重外在，

就像绣花枕头，不看不中用，在

面临挑战时毫无抵抗力，最后葬

送了之前的努力。

当下社会很多人面临着“容

貌焦虑”，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受

外界影响。当我们看到的都是

帅哥美女时，就会产生自我否

定，然后就会自卑失去信心，最

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我想说，

请大家不要过于看重他人的评

价，内心的世界无需与他人分

享，我们应该增强自己的内心，

摒弃那些干扰，坚持初心，自信

地追逐内心的丰饶，拓宽内在的

领域。

无论是外在诱惑还是压力，

在成长中都会给我们带来困扰，

但只需我们向内生长，让内心变

得强大，我们一定可以冲破黑暗

的束缚。

向内生长

这篇文章的主干例子是北

大的“韦神”和政法大学的罗翔

教授。这两个人物身上确实都

有“向内生长”的某些特征，但内

涵并不相同。题目讲的“向内生

长”，是外部环境的恶化所带来

的一种生存方式、成长路径的转

变。另辟蹊径，苦练内功，是其

内涵。而“韦神”和罗翔，面对的

绝不是逼人的“霜气”，更像是

“春天的诱惑”，摒弃干扰，不忘

初心是他们的“向内生长”的内

涵。二者长得像，却不一样。

可以想象，这个考生拿到题，

大概率只是泛泛一读，既不精准

圈划，也不完整理解，没看出导语

的三个点，更没有体会三个点之

间的逻辑关系。只以自己的理解

去诠释“寂然自守，向内生长”，审

题立意上怎能不出问题？

审题有偏差，表述一般般，

建议三类中，29分。

向内生长
北师大实验中学 李溪茉

这是一篇比较规范也较为

出彩的议论文。

第一段，作者类比迁移，由

物及人，亮出观点，没有丝毫的

拖泥带水。能否做到开门见山、

旗帜鲜明，很能检测考生对所谈

话题是否成竹在胸，能否一语中

的的水平。对议论文来说，这是

很值得鼓励的优点。

第二段，很多学生一上来就

开始举例子，讲故事了。这样做，

会非常突兀，从情理上是不通的，

缺少了一个“起承转合”的“承”。

本文却有一段很好的说理文字，

紧承上文观点，略作分析讲解，为

正面论证做好了铺垫。

第三段是文章正面论证的

段落。作者选取了宏大叙事，对

历史有了解，对时事有关注。关

键是审题准确，举例分析，入情

入理，与命题中“向内生长”的内

涵高度契合。

第四段是论证的继续。作

者从一个当代有为青年的视角，

面对现实困境，关注时事热点，

追问怎么办。很多人所谓的写

议论文，就是古今中外去找例子

证明一个无关痛痒的观点。相

比之下，本文深切的现实关怀值

得赞赏。在此基础上，以精练之

语再次提纲挈领，收束全文。

这篇文章虽谈不上非常精

彩，比如语言上还需训练，但中

规中矩，时有亮点。各段分工明

确，基本达标；全文一气贯通，神

完气足。这样的考生，训练有

素；这样的文章，能学能仿，值得

鼓励，建议一类中，45分。

如何写好月考作文——“向内生长”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高中组长 李晓阳

本期为大家刊登的是议论文范文和“病文”案例，下期我们将为大家刊登记叙文范文和

“病文”案例，敬请期待！

【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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