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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辨性思维为核心的高考作文审题立意探究

——以 2024 年新课标 II 卷作文试题为例

胡天宇

重庆两江新区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401120

摘　要：高考作文写作中，学生存在未读出材料深层内涵的审题浅表化，未注意关键词的内在联系等立意片面化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可引导学生围绕试题材料中的核心概念，运用分析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厘清概念本质，使审题立意具

有深刻性和思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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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新课标 II 卷作文延续了去年高考和今年九省命题

“读写结合”的形式。写作引导语提到“联想和思考”。从思

维角度看，“联想”强调思维的过程与方法。“思考”则倾向

于思维结论，即认知结论。这就要求考生的作文要能体现理

性的思考，展现思维的理性。此外今年新课标 II 卷作文材料

文字简洁，对学生分析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等思辨性

思维素养也提出了极高要求。

然而，据考试反馈，不少学生的作文出现如下问题：审

题虽然清楚明白，但只读出材料的浅表含义，未能理解“未

知之境”的多维深层含义；未注意到“不断抵达”等关键词

及其背后的深层内涵，审题浮于表面；无视“未知之境”与

“不断抵达”等各要素间的内部关系和整体联系，立意片面。

因而，提升学生审题立意的思辨能力是高中作文训练的

关键。

一、以思辨性思维，精准审题立意

（一）运用分析思维，提炼核心概念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提到高考作文命题“无价值，不入

题；无思维，不命题；无情境，不成题”，强调作文命题是学

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精准把握

写作材料中的核心概念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成为高考作文

写作的第一步。

何为“分析思维”？《说文解字》解释“分”为“从八

从刀，刀以分別物也”，“析”为“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

从斤”。可见“分”与“析”均有“解开”“破解”的意思。

所谓“分析思维”指经过逐步分析、仔细研究，最后得出明

确结论的思维方式。在高考作文审题中，我们要分层阅读试

题材料，关注观点句或评论性语句，注意意义相近的关键词，

以提炼出试题材料的核心概念，并注意概念与材料的对应点。

本年新课标 II 卷命题材料节选自试卷现代文Ⅰ的材料

三，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引述阅读材料的相关内容，又

可分为内容递进的三层次：第一层阐述“人们只能看到月球

固定朝向地球的一面”；第二层提到“嫦娥四号”揭开了月背

的神秘面纱；第三层的“航天人的目光又投向遥远的深空”

引导考生思考深层次问题：对未知的探索不应该只停留在已

达到的结果上，还应该朝向更远更未知的世界前行。第二部

分用类比，将学生从材料迁移到到观点性句子中来，归纳出

“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不断抵达未知之境”的观点。由此可以，

“不断抵达未知之境”是写作的核心概念。

（二）借助联想思维，厘清概念本质

议论文写作是论证一个完整的命题或判断的过程。而命

题是由概念组成。在高考作文审题立意中，对概念的深层含

义的理解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提炼出写作核心概

念基础上，还需精准掌握核心概念在试题情境中的情感倾向

等深层次内涵。这思维过程一过程需借助联想思维。

联想思维是由某一个概念联系其他相关概念的思维活动，

是在两个或多个思维对象间建立起连接的思维方式。高考作

文审题立意需要借助试题语境，通过相似性联想、发散性思

维把握核心概念的比喻义、象征义等深层含义。

写作引导语“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延续了全年

新课标Ⅰ卷与全国甲卷作文的风格。考生联想与思考到了什

么内容？联想的内容、思考的结论是否符合题意与逻辑？这

些问题的追问，打开了学生的思维视域，也是写作的起点。

试题的结论属于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包含了三个重要内

容，“未知之境”“不断抵达”“我们每个人”。

联系现代文Ⅰ的材料三，“未知之境”很容易理解为月

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自然界的宏观世界，这是向

“外”的延伸；也可以向“内”发掘，转向“自我”，以求认

识自己，乃至认识人类，这就涉及到了精神与生命意义的追

寻。从语境看，“未知之境”当指美好的比当下更好的境界。

“不断抵达”包含结果“抵达”及过程“不断”，这就引发考

生联想和思考，要有远大理想，并要通过行动将抵达付诸于

实践，还要不满足现状，不断超越。思考“不断抵达”与

“未知之境”，还可以得到很多深层次的理解。怎样才能“抵

达未知之境”？需要好奇心、需要探究的欲望与想法，还需

要借助外物的帮助；怎样才能“不断”抵达未知之境？需要

不满足于现状的向上的拼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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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限定了写作身份与主题，主要是参加考试

的青年学子。同时要注意“也”“都”这两个连用的副词。这

两个副词不仅表示范围，更表示强烈的期许语气，表明每一

个青年都有探索未知的更好的未来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

考生在写作过程中当展现出作为时代青年的“我”对树立远

大理想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思考。

（三）通过发散思维，确立作文立意

发散思维是指在解决问题时，尝试尽可能多角度系统化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于联想思维强调迅速建立起新的

联系，发散思维更注重思维的广度与系统性，并进行深入分

析和筛选。就新课标 II 卷作文而言，可围绕和核心概念不同

角度发散开去，搭建起核心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考生可立足“我们每个人”的身份立场，分角度思考

“未知之境”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抵达”的必要性及方法措

施，以形成作文立意。

考生也可围绕试题材料与核心概念，发散思考与之相

关的写作素材。从素材角度可加深对核心概念“现象 - 本

质”“原因 - 策略”等多维度的理解，建构起多种作文立意。

就教材层面，如何抵达未知之境？可联系到屠呦呦、袁隆平

对“未知”的痴迷；可联想到钟扬的坚持不懈，不断突破

到新的领域。“我们每个人”包含的个体，可联想到《沁园

春·长沙》的“同学少年”及有家国情怀的林觉民。就社会

现实层面，曹原勇于探索石墨烯超导新领域，华为矢志不渝

科研创新突破技术封锁，中国经济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

为“中国智造”..... 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不断抵达”未知

之境的时代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哲学领域素材与作文立意

深度的关联。尼采曾说，“不要停在平原，也不是高山。从半

山上看，世界显得更美”“人注定是被超越的存在”。这包含

着对“不断抵达”的深层内涵的阐释，即个体与人类自身的

不断超越；赫胥黎的名言“已知的事物是有限的，未知的事

物是无穷的；我站立在茫茫无边神秘莫测的汪洋中的一个小

岛上。继续开拓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职责”则揭示对“未知之

境”探索是每一代使命与责任。

据此，考生可确立如下写作立意。一是围绕“未知之境”

核心概念的向内、向外拓展，谈如何不断抵达。二是从“我

们每个人”的角度由个体到社会乃至整个人类，谈“抵达未

知之境”的意义及方法；当然，也可紧扣“个人”的意义与

人类的哲学意义，谈此方面内容。三是由“不断抵达”强调

目标与行动，挫折之下的坚持与精神与行动方面的不断超越。

当然，无论哪一方面，均需要涉及并紧扣“未知之境”“不断

抵达”“我们每个人”这几个核心概念展开，力求立意深刻有

思辨性。

二、优化教学内容，提升思辨能力

（一）梳理教材内容，融入思维训练

部编语文教材有大量思辨性学习资源。系统梳理教材，

在日常教学中融入思维训练，对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大有裨益。

笔者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思辨性学习资源进行梳理总结。

表 1 部编语文教材思辨性学习资源梳理

学习资源类型 教材 篇目

篇章类思辨性学习资

源

必修

（上）

《师说》《赤壁赋》《六国论》

《拿来主义》《说“木叶”》

必修

（下）

《烛之武退秦师》《谏逐客书》

《谏太宗十思疏》《答司马谏议

书》

选必

（上）

—

选必

（中）

《过秦论》《五代十伶官传序》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人的

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选必

（下）

《种树郭橐驼传》《石钟山记》

《自然选择的证明》《宇宙的边

疆》《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单元类类思辨性学习

资源

必修上第五单元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

选择性必修上第四单元《逻辑的力量》

《拿来主义》《五代十伶官传序》等文章，文质兼美，体

现了思辨的力量。针对这些篇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确立教

学目标，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精读深读细读文本，增强学生思

维的深刻性灵活性，达到以读促写的效果。

《逻辑的力量》单元教学，不仅形成清晰的思维导图，还

可以将逻辑知识融入到其他类型的语文课堂中。学生对逻辑

知识有了清楚的了解，并加以训练，便于在高考写作中精准

审题立意。

图 1　《逻辑的力量》思维导图

（二）利用思辨材料，促进思辨读写

除了教材中的思辨性学习资源，还要注意日常语文学习

活动中的思辨性材料的开发利用。

语文试题中的信息型阅读文本以及语言文字运用的试题，

均是很好的思辨性训练材料。以 2024 年高考新课标 II 卷为

例，21 题是情景补写题，22 题是词语理解题。这类试题材料

是训练学生抓住并厘清核心概念的绝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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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补充新的思辨材料，可以是时事评论等文章，也

可以是整本书，如余党绪的《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等书

籍。另外，针对某一部名著的整本书阅读，可以设置指

向作品的澄清性问题、指向作家的探究性问题、指向读者

的反思性问题等三类问题，使学生在读与写中，提升思辨

能力。

（三）选用高考真题，练好“这道题”

高考作文复习备考中，语文教师习惯将题目进行归类并

“命名”，以总结套路，便于学生类型化训练。然而，我们需

要训练好“这道题”，从材料题目特征认识及理解、写作引导

语的落实、文体明确等方面下功夫，遵循题目本身的内在逻

辑，切实提升学生的思维素质和能力水平。

高考作文审题立意能力的提升，可以近五年高考真题为

训练材料，引导学生分析试题材料，发现核心概念及其与材

料的内在逻辑。通过训练好“这道题”，让学生能解答好高考

作文试题。以今年高考作文题为例，新课标 I 卷“问题的多

与少”具有思辨性，甲卷“真正的相遇”与“避免冲突”也

带有思辨色彩。

借用高考作文试题，不失为训练学生作文审题立意，提

升学生思辨能力的一剂良方。

当然，无论是提炼核心概念，还是理清概念本质，审题

立意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环节，而是根据“这道题”具体作

文试题，灵活运用不同思维方法，综合思考的过程。学生思

辨性思维能力与作文审题立意能力的提高，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日常教学中渗透进思辨能力的培养，

让学生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运用并提升思辨能力，以便在高考

作文写作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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