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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考作文题自2009年以来的十

多年里，都以材料作文为主打。特别是2011

年针对“一切都会过去”与“一切都不会过

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

的思考写作为肇始，思辨类已成为上海高考

作文的主旋律、主基调，加强这方面写作训

练，掌握方法和技巧，才能够从容应对。

一、材料特点

从命题的材料内容来看，没有直接给

出时事热点与焦点材料，涉及的大都是有关

某个问题、某种现象、某种说法等，类型上

具有“现象+对比+观点+辩证”的特征。尤

其是综 合 近三年试 题材料和主题来考

查，对事物、问题、现象等的认识、理解、思

考和看法，运用思辨的视角，发表考生独到

的、新颖的、深刻的观点，并能够运用恰当

的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展开旁征博引、纵

横捭阖的论证，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就

是成功的写作，也是一以贯之的命题大趋

向，在明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里，都将维持

这样的格局不变。

正如上海考试院发布的专家点评指

出的那样：“题目保持了上海卷作文一贯的

思辨风格，为考生提供立体多元的深层思

考空间。作文题目既有生活的温度，又有思

辨的深度。题目贴近考生的生活体验，引导

考生关注自我成长，关怀社会现实，进一步

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尽管

上海高考材料不直接给出时事热点与焦点

材料，但依旧考查考生对时代发展、社会进

步、个人成长等永恒不变的主题。因而，考生

拥有基本的、必要的写作方法非常关键。

二、写法指要

既然思辨类作文已经并将继续维持着

上海高考的趋向，就有必要掌握应有的写作

方法与应试技巧，以便能够轻松应对。

1.思维特征

思辨类作文的拟题、审题和立意，一

定要用辨证的视角和对立统一的观点来

分析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

求考生在认识问题、看待问题时，要有全

面的、整体的、深入的意识和观点，不能

有局部的、片面的、零散的局限，尽可能避

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出现；同

时，还要建立和打通事物之间的有机关

联，因为，任何事物、现象和问题等都是直

接或间接联系的，如果孤立地看问题、看

现象、看事物，势必会缺乏代表性、普遍

性、真实性和真理性的情况发生。此外，要

能够用长远的、发展的、动态的思维与眼

光看问题、看现象、看事物，毕竟，任何事

物、问题都不是静止的。

2.关系类型

思辨类作文的显著特征就是关系型

的材料作文，如今年的“发问”与“结论”就

是，还有其他年份的也不例外，如2018年的

“需要”与“被需要”，2015年的“坚硬”与

“柔软”等。

对于关系型思辨类作文，大致要明晰

以下几种主要的关系类型：

第一，非此即彼关系。即通常所说的

取舍关系。如“奉献与索取”“善良与邪

恶”“傲慢与谦逊”等，我们分别只能依照

这样的思路展开写作：要甘于奉献、坚守

善良、保有谦逊和不能一味索取、远离邪

恶、改正傲慢。

由以上实例与分析可知，非此即彼关

系型作文，材料中各关键词之间呈现出是

非、对错的关系，各关键词之间只能选择其

一，舍弃其一，不能同时选取或舍弃。

第二，矛盾统一关系。也有称之为对

立统一关系。其特征是：若将各关键词分

开、独立来看，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而本质上

却是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如

上海市松江区2022年高三一模卷：

生活中，人们总在努力创设各种“连

接”，而有人认为保持一定的“间隔”更为重

要。对此，你怎么看？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

的认识与思考。

针对本题，审题、写作时，可以就“连

接”与“间隔”的相互关系进行阐释、说

理，即分别例证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连

接”与“间隔”，何种情况下二者又存在交

融、渗透关系，这都要由具体情境而定。

还有“得与失”“民主与自由”“伟大与

平凡”等，相互之间都是对立统一关系。

第三，主次一致关系。也称并列共存关

系。主要是指核心词之间没有主次之别，它

们之间是一种平等并列的关系，几个核心词

能够并列共存。如“做好人与读好书”，就是

要表达品学兼优同等重要的主题。

3.实用技法

以今年的作文题为例，核心词很容易

找出来，即是“发问”与“结论”，再结合语

境，就可以给出这两个核心词的内涵与外

延“是什么”：“发问”，就意味着好奇心、探

求知识和探索未知，即是去求得或探究问

题的答案，这样，就必然有个过程，不是一

蹴而就、唾手可得的；“结论”，则表明是结

果、答案、规律、经验、知识，是方法、是举

措等，常常容易忽略或不在意、不重视过

程。

在此基础上，再来分析“为什么”，即

小时候人们为什么要“发问”？“发问”有什

么好处，能够达成何种目标、目的、初心、初

衷，也可以从反面论证，如果不“发问”会

导致怎么样的不利后果或不顺、坎坷与挫

折。有了以上的分析与思路，何愁不能写好

紧扣题意要求的优质作文？

再以2021年上海高考题为例：

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

才能被人们认识；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你

怎么看？

对材料中核心字、词的精准理解至

关重要。因为，只有准确理解“时间的沉

淀”“事物的价值”“认识”等关键词，才能

准确审题立意。其中，“沉淀”的意思，原

指把溶液中不易溶解的物质沉到溶液底

层。比喻知识，经验慢慢的积累。“价值”，从

认识论上来说，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

要的效益关系，是表示客体的属性和功能

与主体需要间的一种效用、效益或效应关

系的哲学范畴。“认识”，是主体收集客体知

识的主动行为，是认识意识的表现形式。还

有“不尽如此”，即不全是像这样，这里的

“此”指代“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

才能被人们认识”，换句话说，意思就是“经

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也可能不被人

们认识”。

在厘清以上重要词语之后，就会发现

本题为考生提供了多元的思辨空间：既可

以赞同时间沉淀价值，也可以对此进行否

定。就是说，在写作时，明确几个核心词的

含义后，就可以围绕“为什么”来展开：深

入剖析为什么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

值才能被人们认识，以及事物的价值无需

经过时间的沉淀，也能被人们所认识的原

因，只要能够论证得有理有据即可。

最后，是“怎么办”，即如何去做。①应

实事求是地对待事物、现象和问题，表达自

己真实、独到、新颖的想法、看法、主张和

见解，不要被别人的观点和思想所左右、所

支配。②运用批判性思维，即不能对既有经

验、定论、做法等全盘接受，而是要与时俱

进，以质疑的、发展的眼光和观点去确立文

章的中心和主旨。

写好思辨类作文，除了以上所述外，还

应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找准核心词和关键句。这是所有

材料作文的要害之所在，思辨类作文也是

这样，只有做好了这一步的功课，精准理解

了材料的内涵与外延，才能正确打开立意的

突破口。

第二，将找出的核心词建立联系，并与

现实相结合，文章的立意才有实在的价值和

实际意义。

有人 说，上 海 的 高 考 作 文 思 辨 性

强，虽然材料本身不直接呈现时事热点和

焦点，但与其他省份直接扣合时事命题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都是与时代发展

的律动同频共振，只不过是含而不露，隐

而不发，具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

笑先闻”的特征，正因为这样，才显示出海

派命题的独特风格和与众不同的品质与品

位。写作中，考生如果只透视到了粉面，而

体验不到其威严；抑或只瞧见丹唇，却听

不到笑声，那你根本还没有上升到登堂入

室的境界。因此，想要写好上海高考思辨类

作文，考生依然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

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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