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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押题”回归语文素养
情景任务下，要写出思考与感悟

纵观2020年高考作文题目，全国Ⅰ卷显得最与众
不同，也最难能可贵。与众不同是因为全国Ⅰ卷几乎
避开了所有的热点话题，体现了高考“反押题”的一贯
传统；难能可贵是因为全国Ⅰ卷体现了对语文素养的
回归，引导学生真正关注自身的语文能力。整体来看，
全国Ⅰ卷作文题型稳定，审题容易。

从作文题型来看，体现了高考命题的稳中求新、稳
中有变，整体上属于新材料作文加上任务驱动情境的
类型，这种作文类型考生都比较熟悉。其次，作文立意
并不难，只要围绕“人才”这一话题，不管是不计前嫌地
重用人才还是不计私利举荐人才，抑或是努力成为堪
当重任的人才，都属于准确立意。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目看似出乎意料，其实都是考生常见的话题、常见的作
文类型，要求考生在新的情景任务下表达出自己真实
的思考与感悟。

剑鞘之清辉
——班级读书会发言稿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6）班 李瑞欣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拭去历史的风尘，《论语》的简约精妙以及《史记》的

纵深博大都使我们手不释卷，本次读书会我们将围绕管
鲍二人共同辅助齐桓公，终成一代霸业的故事展开思想
碰撞，而我也有一点小小的火花，希望同大家交流。

文人挥剑起舞，清风拢于两袖，武将抽剑劈刺，血色
沾染双眸，酒气消散，山河终静，那剑便铛的一响，已入鞘
中，只余残残清辉，森森杀气。书已阅过，愿用剑鞘作比，
与大家谈一谈让我感触最深的人物：鲍叔。

锻造剑鞘，须不没剑刃之材，使稀世名剑不负荣光。
鲍叔对齐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可。鲍叔
有此等慧眼去荐管仲于国之大才，而舍私人之纠纷。剑
鞘忍受了剑刃的磕碰，却依旧宽容，而鲍叔相比于举贤任
能之常人等更为可贵的一点便是能于矛盾之中发现对
方，甚至说发现共鸣、发现超越，这便需要一双慧眼、一颗
真心、一胸气度、一腔忠义，而这才使管仲大展才华。此
之谓剑鞘之相知。

修缮剑鞘，须契合剑刃之芒，使锋利稀铁不易挫伤。
不知有没有同学认为，鲍叔如此无私的推荐与退让是否
会使自身的抱负无法实现？最初我也曾有疑虑，但联系
作家陈彦的小说《主角》后，似乎便有了些许明了，“大角
儿是需要一分憨痴和笨拙的”，而这份看似不争不抢的退
让之后，更有着达者大融的动人情怀。鲍叔知道，只有自
己甘居其下，才能换得管仲的真心作为，不再束手束脚有
才难施展；而朝堂的平衡，才会不因权力斗争而大伤元
气，不使窥伺王位更迭的他国虎视眈眈。而这不正是鲍
叔的所愿吗，以退为进，看似不是朝廷的主角，却已演好
了个人人生的大戏。剑刃之利处，必有剑鞘之凹陷，但正
因如此才得二者契合，利刃灵活完好，使用时挥洒自如。
此为剑鞘之相容。

抽去剑鞘，须静待人事时机，使游刃有余，恢恢然于
世。抽去剑鞘若时机得当，便既不会约束剑刃的游走，又
不会损伤剑鞘。司马迁曾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
叔能知人也。”可以说其不只知人，亦更知时、知世。无论
是以前管仲因老母在家临阵脱逃，还是此次因刺杀小白
监禁在狱，鲍叔都未因其落魄而嫌恶，反而次次于恰当时
机告慰举荐。因他知道，在这乱世之中，落魄不过是暂
时，那不是池中之物，必有一鸣惊人之时，而其盛之时，便
是自己适当退出之日。此为剑鞘之待时。

同学们，历史是未来最好的伴侣，也是我们一生的精
神宝藏。齐桓公是那执剑之人，管仲是那大杀四方之利
刃，而鲍叔便是引于黑暗的剑鞘，却自有其启示。愿你
我通过读书有那相知之慧眼，去发现他人之贤能；有那
相容之情怀，做自己不因嫉妒他人而动摇的主角；有那
待时之智慧，去感受天地人心，使自身恢然于世。看今
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祖国发展日益精进，若你我能于
读书之中铸一把剑鞘于灵台，清明之辉便会莹莹于天地
间，永不黑暗。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结束了。

高考作文咋写？
听名师一一点评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书画家李苦禅曾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

求上进先读书。”作为一名上进的中学生，透过
书香墨海，审视历史人物，在齐国崛起的这条路
上，我敬仰不计前嫌、善于纳谏而九合诸侯的公
子小白，我力赞尽己之贤、尊王攘夷的管仲，然
而，最让我触动的当属“荐贤助君得天地，让相
为国霸春秋”的鲍叔。接下来就跟大家交流一
下我的浅见。

胸襟博大，鲍叔知人善任而勇荐旧敌。“治天
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欧阳修这
句话可很好形容鲍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
国王位之时，鲍叔和管仲亦身居双方阵营的高位，
甚至小白几乎为管仲所杀害，可当公子纠失败、桓
公即位后，鲍叔却能发现与己与国曾有深仇大恨
的管仲的才能，并为此直言纳谏，使其辅佐桓公成
大业。“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同
学们，请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鲍叔之知人善任及包
容心胸，齐国人才中何来一位彪炳千古的管仲，又
何来齐国今后之崛起？所以，管仲造就了齐国的
荣光，而鲍叔造就了管仲之辉煌。

情操高洁，鲍叔知己不及而谦让相位。“夫人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春秋战国
这样礼崩乐坏的时代中，诸侯将相们都沉沦于名
利，贪念着霸权，齐桓公亦是如此。在管仲俯首
称臣后，作为齐国之相的鲍叔却并未居高视之，
反而称自己“贤不如管仲”而将相位谦让于其，自
己甘居其下，终成一段千古佳话。“甘居下者位未
卑”，虽然桓公终成五霸之首，但其与手足相争、
与诸侯相杀，比起鲍叔却少了一分淡然与平静。
同学们，我们深知，只有不迷恋权力，不陶醉富
贵，鲍叔才如乱世之中的一抹清流，以己之行诠
释了君子之德。

同学们，管仲虽贤，论胸怀其不如鲍叔；桓公
虽能，论情操其亦不如鲍叔。故三人中，我首推鲍
叔——荐贤助君得天地，让相为国霸春秋：于国
家，鲍叔选贤举能、慧眼识精，为桓公夺王位，使管
仲施才能；于己身，鲍叔不慕名利、清高淡泊，未曾
自矜功伐，让相而身退。

同学们，正如董卿所说：不读书就像没有吃
饱饭一样，精神上是饥饿的。作为新时代的青
年，我们理应在读书中学习历史人物之德行，以
博大之胸襟容天下之人物，以慧眼识八方文化，
多元融合、取精去糟；以高洁之情操立自身于浮
华躁动的社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于己无愧，
于国无愧！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荐贤助君得天地
让相为国霸春秋

——班级读书会发言稿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7）班 靳京璇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勤）昨日，随着2020年高考首场语文考试落幕，备受关注
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新鲜“出炉”：要求考生结合材料，以齐桓公、管仲、鲍叔为核心写发言稿。这道作
文题，应该怎么写？本报邀请多位省会名师为您点评。

题目不难，写好不易
发言稿要心中有听众

本次作文题目所选材料出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命题充分发挥优秀文化的浸润功能，重视传统文化。
“管鲍之交”的成语耳熟能详，试题所选角度可以有三
个方面，包括赞扬鲍叔能知人善任，敢于举荐能者；赞
扬管仲的贤能才华，不尚武力；赞扬齐桓公能宽宏大
量，任人唯贤。以上三个角度，三个人物均有可圈可点
之处，作者只要能选出自己感触最深的人物来写，再联
系现实，自圆其说即可。但是，作为一篇发言稿，文体
特征要鲜明。发言稿由标题、称谓、问候语、主体、致谢
语构成，考生要符合发言稿形式规范；多采用呼告、反
问、祈使句式，增强发言的说理性。发言时心中有听
众，行文讲层次，说理有情感。

题目不难，但写好不易。张定勇认为，写好这篇作
文，需要紧扣“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哪个感触
最深”关键句来写，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来写，可以人
物之间进行比较，但切不可三个人都赞扬，平均使用力
量，体现不出“你对哪个感触最深的主题”。作文得高
分要在发展等级上多挖掘。作文立意是否深刻，情感
是否真挚感人，材料是否准确丰富，结构是否明晰，语
言是否有文采，这些需要下一番真功夫，在确保审题准
确的前提下，作文要想得高分必须在发展等级上至少
占一条优势。

命题具有导向性
鼓励多阅读积累，注重思考思辨能力

今年的作文命题从内容上讲，避开社会热点、以大家
熟悉的历史故事，要求评价人物，避免了盲目猜题，突出举
贤任能、让贤重贤的传统美德，三个重要历史人物都值得
品评，使学生有话可说，强调了语言情境的创设及读书会
讨论发言稿，这种命题具有导向性作用，鼓励学生多阅读
积累，注重思考思辨能力的培养，落实任务驱动的要求。

河南省实验中学
高三语文
备课组长 杨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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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考作文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

夺君位，管仲和鲍叔分别辅佐他们。管仲带兵

阻击小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

脱。后来小白即位为君，史称齐桓公。鲍叔对

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可。于

是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甘居其下，终成一代霸

业。后人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

“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

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司马迁说：“天下不多

（称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围绕上述材料展

开讨论。齐桓公、管仲和鲍叔三人，你对哪个

感触最深？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

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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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Ⅰ卷

制图 宋笑娟

郑州外国语学校
高三语文
备课组长 尧建兴

河南省实验中学
语文教研组长
河南省名师 张定勇

本报讯 考场内，高三毕业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准毕业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高考首日，本报邀请郑州外国语学校3名高二年级同学，围绕高考作文题一试身手。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勤 整理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很开心能跟大家分享阅读史书的一点心得，今

天我发言的主题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从史书中可知：管仲知时，能顺应时势，辅佐明

君。桓公知理，能任人唯才，不计前嫌，成就霸业。
可他们带给我的触动，远比不上另一个人——鲍叔
牙。是他让我看到了，知人与自知的力量。

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生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自知。而自知的首要之处，是明了自己
的无知。既然自己无知，那便先居人后，找个知道的
人来合作，大事可成，自己的人生短板也补齐了，这
就是鲍叔牙的聪明之处——打上补丁。管仲深谙人
性，明晰厉害，知道如何发展经济。鲍叔牙明了自
己无法与之相比，主动让位，为自己和别人都找到
了合适的位置。让管仲成为自己的补丁。贵有自
知，谦以子牧。同学们，请了解你自己。卢梭曾说：

“人之所以走入迷途，不是因为他无知，而是因为他
自以为知。”自知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位置，
明了合作的意义，还能培育更宽广的胸怀，更真诚
的谦逊。

前面我曾讲到，管仲是鲍叔牙的补丁。“管鲍之
交”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其实在于鲍叔牙的识人之
才。首先，鲍叔牙了解管仲，从不因管仲家境贫寒而
恶待，也不因管仲曾多给自己分红而否认管仲的才
华。鲍叔牙一直以宽容和赏识的眼光看待别人，识
人之才。其次，鲍叔牙了解桓公。他直言上谏，因为
他深知桓公求贤若渴。鲍叔牙知人，是知人之需。
所以，同学们，知人不单单是日复一日地观察，得出
或好或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察人之需，察人之德，
以一人之德，解另一人的需，为更多的人找到人生的
补丁。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察人观己呢？答案
是：读书。《吕氏春秋》载：“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
则可以知古。”它的意思是说，人天生具有迁移的
能力，故事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有通过读书，
我们才能在如今狭窄的生活中，见到拥有各色经
历、各样特点的人物，才能通过特点、经历与结局
的对照，明了何为智者，何为大才。我们才能通过
自己与人物的对比，反思自己的行为，作出更正确
的选择。

可以说，我们很幸运，遇到鲍叔牙，让认识自
己的力量如此直观形象地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
明白留心自己、关切他人的重要，让我们体会合作
的意义。

宋教仁曾说：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愿我们
都能眼察天下，心报国家。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班级读书会发言稿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1）班 柴欣颖

高二学子“试身手”来给他们打打分

请看他们的表演

·招生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