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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国潮
东城区某考生

近年来，“国潮”一词在社会当中出现的频

率越来越高。何谓“国潮”？“国”是指中国元

素，“潮”是指潮流，在我看来“国潮”就是带有

中国元素的设计日渐成为潮流，进而在国内乃

至世界成为新潮。

“国”，意味着我们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

文化，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在英国的英伦

风和法国“小香风”服饰的潮流席卷全国时，一

些国内的品牌也开始纷纷效仿，想从其中分得

一杯羹时，有这样一个品牌别出心裁，在设计中

融入了中国元素。李宁携悟道系列服装登上纽

约时装周秋冬秀场，融入了中国国学元素的新

品一经亮相就在网络上掀起热潮，在国内外引

起广泛关注，使国潮之风逐渐兴起，也使李宁这

个品牌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使其产品热度

经久不衰。假设李宁和许多国内品牌一样选择

“同质化”的跟风抄袭，那么当西风的热潮和买

家的感兴趣程度逐渐褪去后，千篇一律的产品

便会变得索然无味，使人失去欣赏和购买的兴

趣。正因为李宁具有的创新开拓精神和对中华

文化的无限热爱，才使其成为国潮的引领者。

“潮”，意味着国潮正在走进大众视野，影

响力逐渐扩大。中华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表达对中

华文化的无限热爱，社会各界都在推动国潮发

展。各种贴着国潮标签的服装出现在网店中

成为爆款，使国潮成为一种时尚；“洛神水赋”

“唐宫夜宴”等节目大火，使国潮成为一种潮

流；载人飞船神舟升空，探月工程嫦娥问世，使

国潮成为一种情怀。正因为国家大力支持，国

人热爱不止，才使得这些融入了中国式浪漫的

“国”成为奔流不息的“潮”。

传统文化能为国货注入新的生命力，但更

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故宫

联名的口红在大卖后却很快被下架，反映出产

品质量的“短视化”问题。可见，一味地堆砌文

化符号，缺乏对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

发掘，是无法维持长期发展的。

“国潮”由爆红走向长红，需要每个人的努

力，请不要成为“国潮”的抹黑者！

【【原题再现原题再现】】

近年来，带有中国元素的设计日渐成为潮流：复古精致的中式糕点深受大众喜爱，中国自有品牌的

运动装备在奥运赛场上频频亮相，中国航空航天文创热销海内外……

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请以“说国潮”为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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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国潮
东城区某考生

近年来，带有中国元素的设计日渐成为潮

流，“中国潮”进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国

潮之兴，彰显民族自信，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国潮”，顾名思义，是指带有中国元素的

潮流，小可为装饰着中国特色纹样的文具；大

可为探索月球的玉兔、问宇的天眼、逐日的羲

和。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也是国力之潮，更

是国运之潮。

澎湃“国潮”背后的深层动因源于我们日

益增强的文化自信。早先一段时间，一些国

人曾热衷于过洋节穿洋装，而对自己本国的

古典文化置若罔闻，但是当今的中国消费市

场，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开始替代日韩、欧美

品牌，成为市场主力。文物古迹、诗词歌赋、

水墨书法、琴棋书画……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日益成为“国潮”产品创新设计的灵感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借“国潮”之风得以传承。我们

不再去效仿西方国家，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文

化传承，使之不断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国潮

潮流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更是

一种自信的表达，体现了国家实力壮大后民

族自信的巨大提升。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我们还须将其发扬

光大，发展到世界的各个领域，努力让“国潮”

成为“世界潮”。河南电视台传统节日系列“奇

妙游”节目，上传至抖音国际版、油管等平台后，

海外观众纷纷点赞；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融

融”在国外热销，有时甚至一“墩”难求；带有传

统服饰元素的运动服引发外国博主对汉文化的

探究；经典话剧《茶馆》《龙须沟》在海外轮番上

演……各类国潮产品阔步“出海”，成为展示中

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兼容

并包的大国情怀，与世界共享中国文化。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加持

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元素融入国潮的发展，

会使国潮在今天及未来勃发生机与活力，铸就

更多属于中国、流行到全世界的新国潮品牌。

让议论走向深刻，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方法。

一、朝深处想
一种现象产生了，要探明它产生的原因。探明了原因，就掌

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像习作一中写道“澎湃‘国潮’背后的深层动因源于我们日益增

强的文化自信。”习作二中写道“正因为李宁具有的创新开拓精

神和对中华文化的无限热爱，才使其成为国潮的引领者。”“正因

为国家大力支持，国人热爱不止，才使得这些融入了中国式浪漫

的‘国’成为奔流不息的‘潮’”。这些都是在探究“国潮”现象背后

的本质原因。这样的议论不局限于论述对象本身，而是由表及

里，挖掘根源，揭示本质，从而提出高于平庸、异于寻常、深于一般

的见解。朝深处想，透视到材料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这样的议论

就走向了深刻。

二、朝别处想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和外界事物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用联系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根据某些相反或相同

的事、物、情、人等，由此及彼，展开联想，可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

到问题的本质。像习作一第 2段在论证“澎湃‘国潮’背后的深

层动因源于我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这一观点时，把曾经的

盲目崇洋与日渐兴盛的“国潮”现象作对比，在对比中自然凸显

出“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又如习作二第2段把国内品牌纷纷

效仿“英伦风”“小香风”的行为与李宁悟道系列在设计中融入中

国国学元素的举动作对比，李宁悟道系列的脱颖而出强有力地

论证了“对中华文化的无限热爱，才使其成为国潮的引领者。”这

一观点。朝别处看，善于由此及彼，联系观的运用是一种真正的

“聪明术”。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同向联想，其特点是事与理

必须是同一类的并列对象，相互间具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二是反

向联想，其特点为事与理是同一纬度的，相互间有高下、优劣、曲

直等方面的不同。

三、朝远处想
社会永在前进，不会因任何缘由而停下步伐。在社会前进的

道路上，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思考它对未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

势，可以使我们避免对问题的认识短视化。习作一的最后一段，预

测了现代技术的加持对“国潮”未来发展的影响，揭示出科技的力

量是“国潮”发展的又一动因。科技赋予传统新动能，这段文字体

现出小作者的前瞻性，也是其思想深刻的表现。朝远处想，以高

度的预见性推测事态的发展，突显深刻。在预测分析时，也要注意

开阔思路。比如：从时间角度考虑，可分析其对未来的影响；从对

象角度考虑，可分析其对个人、家庭、学校、国家、世界等的影响。

四、朝反向想
生活本身存在着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与非、多与少、快与

慢、成与败、进与退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可使我们对

问题的认识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习作二第4段，就分析了 火

爆“国潮”下的隐忧，引发读者思考：如何借“国潮”势头，从爆红

走向长红。朝反向想，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能增强文

章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具体方法：在肯定某一事物的同

时，应适当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否定某一事物的时候，也

不能一棍子打死，对其中正面积极因素应适当加以肯定。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方法解析方法解析】】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是一种剖析事理，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辨是非、举例子等方法，来确定某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支持或否定某种主张。在切合题意的基础上，逻辑思
路的清晰与论证的深入是考生胜出的砝码。本文将重点就如何“让议论走向深刻”展开分析。

“深刻”是语文核心素养中“思维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内容，其具体要求是什么？一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二
是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三是观点具有启发性。

如何让议论走向深刻呢？下面，我以一道试题为例作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