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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教学专走
YUWEN JIAoXUE ZHIYoU

每月作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f1()字的文章。

材料一：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荀予·儒效》

材料二：不能去炫耀锄头，而忘了种地。不种地，再多的锄头，再精致的锄头，价值也寥寥。

——任正非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以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完成写作任务。

【写作导引】

材料一选自《荀子》，一共由三句话组成。 “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强调“听说过而没

有亲眼见到，虽然听得很多，必定会有许多是错误的”； “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则为“见到

了而不能理解，虽然记住了，必定会有许多是虚妄的”； “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强调“知道

了而不去施行，虽然知识丰富，也必定会遇到困扰”。联系到实际生活，强调做事应该是“耳

闻”“目见”“心知”“力行”四个途径，其中“力行”是促进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

成功的关键。

材料二是任正非谈“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时所说的一段话。 “不能去炫耀锄头，而忘

了种地”这种句式强调的重点在后面。“锄头”是“种好地”的前提，但是不能忘记“锄头”

本质的作用——种地。材料后一句是对前面一句的补充，既解释了“锄头”的最终作用，又通

过各自的重要性说明了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这则材料它是一则比喻性的材

料，考生在写作时必须还原事情的原委。 “锄头”可以指生活中的哪些东西，比如一个人的天

资、一个人家底的厚实等等，更多的应该是指客观就存在的东西。 “种地”强调的是人能够运

用一些东西，干好一些事情，更多强调的是主观的。

从材料的形式上看，作文采用了多则材料组合的形式，强调运用“求同存异”的法则全面

解读作文材料。总体来说，本次作文的难度不大，但若想审题准确，必须从整体上把握驾驭材

料来确立观点，不可只看某个细节不顾其它。如果偏离材料的重点则会导致审题不准确。综合

起来看，主要有以下立意角度：要有务实的精神，敢于“力行”；不要光顾看“锄头”，而要

学会用“锄头”；不要一味地夸大一些东西外在价值，关键是利用其创造价值。

(江苏省高邮市临泽中学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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