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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老师表示，题中引述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文字是浅
近文言文，没什么难点，理清
引文的主要内容，概括归纳
其层次大意，是找准切入点
正确写作、不偏题的关键。
首先，体育锻炼可以改变、增
强人的体格；其次，强与弱是
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而

“变化”与“发展”的外因是体
育锻炼，这也体现了辩证唯物
主义思想；最后，毛泽东同志
结合自身的切身体会谈及“吾
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
于强，未可知也”。这里所说的

“天”，就是指把握事物的发展
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
是变弱为强的重要因素。

薛老师表示，可以围绕
“体育”写，但想得高分应将
“体育”作为载体发散开去写。

“考生如能站在高一阶
层紧扣引文的第二层含义去
阐述，即强者与弱者的辩证
关系，那就会显得更切合命
题者的命题意图。”薛老师
说，强与弱是一种相互转换
的关系，建党百年，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历程都证明了这种

逻辑关系。怎样成为强者，
思想上的强者应当是自信，
乐观，顽强，高瞻远瞩，成人
达己，而不是随波逐流，内心
空虚，追求享受，怨天尤人
……运用事例，分析评品，正
反对照，这样去写，才会使文
章具有说服力。

薛老师称，学会将平时
储备的材料盘活是考生在考
场上应具备的能力，“同学们
平时积累的许多典型、新鲜、
生动的事例，诸如袁隆平，吴
孟超，抗疫战线上的白衣天
使，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
守卫边疆的解放军战士，航天
英雄……可以书写他们的强
者风范，精神品格铸就了祖国
的富强，歌颂他们的事迹，扣
紧作文材料加以道理上的分
析，这也是十分切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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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体育之效”如何写出彩
三位名师解析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认为要有辩证思考，多角度联想，才会使文章具有说服力

昨日，我省首次新高考第一天顺利结束，随着上午语文科目考试结束，今年的高
考作文题也揭晓了。青年的毛泽东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论及“体育之效”，其论述
具有启示意义，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要求考生结合材料写出自己的感悟与思考。

为此，海都报邀请了教育家、文艺理论批评家、福建师大博导孙绍振，福州第三中
学语文特级教师王立根，福建师大附中高级教师薛章辉，为读者解读今年的高考作文
题，指导考生如何准确把握材料并写得出彩。

孙绍振教授点赞今年
的高考作文题。“今年的高
考作文出得挺好的，而且
符合这几年大的潮流——
抒情的文章渐渐衰退，理
性的文章成为趋势。”孙教
授分析了今年全国作文各
试卷，“用对立统一的观念
来命题的占 90%以上。这
种趋势也告诉我们的一线
语文老师，在指导学生的
过程中，特别是在高中，必
须把理性思维放在第一
位。因为高等学校录取学
生，他的标准大多是理性

思维，包括中文系也是以
理性思维为主。”

“题目提出的问题是
强者与弱者的转换，转换
需要一定条件，强者滥用
了强，就会变成弱——这
本身就不是固定的‘一点
论’，而是‘两点论’‘转化
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
不会分析矛盾就没有了

‘灵魂’，所以从这个意义
上讲，我们今后的语文教
学、作文教学，包括文本分
析都必须把矛盾的分析，

对立、统一、转化作为‘活
的灵魂’来贯彻到底。”孙
教授认为。

不过，孙老师担心，不
少考生可能在写作中会停
留在表面，“当时的中国，
我们是‘弱者’，毛泽东说
弱者可以转化为强，对于
国民是一种鼓舞，说的是
体育，但其实说的是人的
精神”。如果考生只是停
留在表面上，先有论点再
举例子，那就不是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也很难得到
高分。

王立根老师表示，今
年的作文题看起来好像挺
容易写的，但实际要写出
彩却饱含艰辛。

那么，考生们应该如
何准确把握这份“看似寻
常最奇崛”的写作材料
呢？王老师表示，首先，考
生们要杜绝假话、套话，就
不妨打开联想之“窗”，由
此及彼，联系现实生活中
有哪些事例，或古今中外
有哪些典型例子，快速准
确地举出两三个典型事
例，有力论证自己的“启
示”角度。

其次，在材料中，毛泽
东论及“体育之效”时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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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表示，这对当
时积弱积贫的中国人有着
振聋发聩的作用，鼓舞着
亿万青年人奋发图强。因
此，考生们在写作中要带
着任务意识，要有明确的
话题、对象、身份等。

再则，王老师分析，考
生们要抓住材料中的多个
关键词，比如，体与魄、强与

弱、悲与喜等。这些关键词
充分体现出今年的作文题
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毛泽
东在论述中说的是体育，但
又不单是体育的力量，深入
的还有精神的力量。下笔
时，考生们要想一想材料中
的体与魄、强与弱、悲与喜
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转化，这
就是对考生平时阅读积累
与生活积累的考查。同时，
王老师提醒考生，不应站在
单一角度选择同类材料，应
多角度联想，扩充材料的涵
盖面，为揭示问题实质做好
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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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文艺理论批评家、福建师大博导孙绍振：

抒情渐衰退，理性成趋势

福州第三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立根:

下笔容易，得高分有难度

福建师大附中高级教师薛章辉：

运用辩证分析，正确看待强者与弱者

2021年福建省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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