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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北京高中合格考语文汇编 

作文 
 

一、命题作文 

1．（2021·北京·高二统考学业考试）“泥土”是乡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个人或群体

都需要有各自的安身立命之本。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年，应该以什么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请以“青年的安身立命之本”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表达你的认识与思考。不少于 700 字。 

2．（2021·北京·高二统考学业考试）写作。 

 

乡下人离不开泥土，懂得土地的珍贵。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离不开的安身立命之本。 

请以“离不开______”为题，在横线处填写恰当的词语，把题目补充完整，写一篇记叙文，表达你的体验与

感悟。不少于 700 字。 

3．（2021 春·北京·高二统考学业考试）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

抄在答题卡上。 

（1）选文中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其实，信用未必都是天生的，更需要后天的培养，持之以恒，从

而成为习惯。请以“让守信成为习惯”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2）生活中，每个人都曾许过诺言，但诺言的履行未必都很顺利，有的可能要经历一些波折。请以“一个

终于履行的诺言”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4．（2023 春·北京·高二统考学业考试）完成作文。 

乡土社会中，对“家”的理解是“伸缩自如”的，小到只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大到“天下可成一家”。

其实，对很多词语的理解也是这样：“朋友”可以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也可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快

乐”可以是“自歌自舞自开怀”，也可以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成功”可以是个人的修身立业，也可以是开万

世之太平。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些词语的内涵更加丰富。请以“我是这样理解________的”为题，写一

篇文章，表达你的体验与感悟，或认识与思考。 

要求：从“家”“朋友”“快乐”“成功”四个词语中选择一个，填在横线处，将题目补充完整，抄写在答题

卡上。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不少于 700 字。 

 
二、材料作文 

5．（2022 春·北京·高三统考学业考试）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是“定型”的；而现代社会常有变动，是“不定

型”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类似从“定型”到“不定型”的变化，这些变化折射出人生百态、社会

万象。 

请以“‘转型’的故事”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6．（2022 春·北京·高三统考学业考试）阅读材料，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

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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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轨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方在指头上打一个结。 

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

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

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

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薄。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

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

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

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

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

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

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

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这样说，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

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

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景，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

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

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取材于《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习惯于“不为人先，不为人后”，而现代社会，“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成为了很多人的

追求。这样的变化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以“‘不为人先’与‘敢为人先’”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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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略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作文题。 

题干要求以“青年的安身立命之本”为标题，写一篇议论文。所谓安身之本，在这里指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

基础性、根本性的理念、思想，是人们的精神生命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考生应该从“青年”这个成长阶

段出发，思考在这样一个成长的关键期，应把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当作自己的“泥土”，以其作为自己的安

身立命之本，写出这一安身立命之本对青年成长的意义。 

题目在材料中对学生做了引导。材料可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写“泥土”对个人和群体的作用，强调

“泥土”是乡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第二个层次，则是用提问来启发考生思考：作为正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

年，应该以什么为安身立命之本。 

把两个层次结合起来，可以知道，“泥土”既可以是实指，指脚下的土地，它出产的粮食及其他物产，为人

们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是人们的生理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也可以是虚指，指精神层面的基础

性、根本性的理念、思想，是人们的精神生命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写作时，应该先旗帜鲜明地指出，青年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比如，可以把“学习新知”作为自己的精神

“泥土”，把它当成安身立命之本。接下来再分析“为什么”，即为什么把它当作安身立命的“泥土”。以“学习

新知”为例，之所以把它当成“泥土”，是因为在青年阶段是一个积蓄力量、蓬勃生长的时期，在这样的时

期，应该学习新知、探索未知，以为以后的成长蓄积能量。然后，可以分析“怎样做”：应有好奇心，应有

创新意识，应持之以恒。 

立意： 

1.“学习新知”乃青年的安身立命之本。 

2.青年应以“追求真理”为安身立命之本。 

3.青年应以“诚”为安身立命之本。 

2．略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题。 

所供材料写的是“泥土”对个人和群体的作用，强调“泥土”是乡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细读材料，我们可以

发现，这里的“泥土”既是实指，指脚下的土地，它出产的粮食及其他物产，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

是人们的生理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也可以是虚指，指精神层面的基础性、根本性的理念、思

想、情感，是人们的精神生命所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题干要求以“离不开______”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在题目中，“离不开”的主语付之阙如，其宾语也留给了考

生填补。 

写作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主语是谁，也就是“谁”离不开。我们还要确定，宾语是什么，也就是离不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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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结合材料我们知道，这个宾语应该是类似于“泥土”之类的基础性、根本性的理念、思想、情感。至于

主语，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我们”，当然也可以是“人们”，不管选哪一种，都要明确点出来，以便后面

行文过程中主线清晰。比如，我们可以以“我们离不开爱”为主题写一篇文章。作为记叙文，要通过叙述事

件的发展变化过程，来展现“爱”的存在和缺如对人们的影响，最终通过情节的发展和对人心理世界的刻画

来确认：“爱”像泥土一样滋养哺育着人类，给人类的心灵提供温暖和养料。行文过程中，要有波澜，最好

让人物对“爱”的认知形成前后对比，以让主题更突出；而且要重视通过心理细节的描摹，以表现对“爱”的

体认逐步加深的过程。 

立意： 

1.我们离不开“爱”，爱是能量之源。 

2.人类离不开“善”，善让人类现世安稳、前途光明。 

3.我离不开“美”，对美的追求让我朝气蓬勃。 

3．例文：  

让守信成为习惯 

“言必信，行必果”，跨过千年的时光，圣人孔子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诚信为人之本”，鲁迅之言掷

地有声；“做人不可失信”，国画大师李苦禅这样交待儿子……古往今来，诚信品格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

血液中，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让诚实守信成为习惯。 

让守信成为习惯，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祖，从唐宗宋祖到今朝风流人物，诚信一直是深刻中华民族骨髓中的优秀品质。

诚信是城门立木的言出必行。商鞅用一跟木头竖起了百姓的信服，竖起了一面诚信的大旗。正是这诚信的

威望铺就了他改革变法的成功基石，奠定了大秦帝国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实力；诚信是桥下之盟的信守

约定。佳人未至，哪怕暴雨铺天，洪水漫灌，尾生依然不愿离开，最终抱柱而死。他抱的是桥柱，又何尝

不是他对爱情的誓死守候，不是君子诚信品格的践行呢？诚信是季布一诺，也是韩信必还的一饭之恩；诚

信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让守信成为习惯，成现代社会无形资产。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世事变化，可是不变的是守信。现代社会高速发展，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可是

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之中，守信不但没有退席反而日渐重要，成为我们的无形资产。大数据科技之下，

君不见老赖无所遁形：新闻媒体公示、限制高消费、高铁飞机禁乘……君不见个人征信档案无所不及：考

试作弊、信用卡逾期、交通罚单不处理等看似细小的微末之事，可能影响到你的人生，比如高考志愿填

报、比如买房贷款。现代社会里无诚信者必将寸步难行。 

让守信成为习惯，助力我辈未来蓬勃发展。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对诚信品格的要求也越高。守信才能铸就人类的未来。小到个人、企业的

发展，大到国家的交往，未来必然是守信者的天堂。在科幻之父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中，未来银河系

成为一个亿万星球联合起来超级社会，星系、星球的跨越易如反掌，人类跨越的空间是如此的庞大，可是

他们交易的统一货币是什么呢？是信用点。顾名思义就是信用的积累变成了财富。这固然是一位科幻文学

家对于未来的幻想，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信用的价值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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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守信都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就让守信成为我们的良好习惯，

伴我们越走越远。 

【详解】（1）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以对《乡土中国》中“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这一句话的思考为切入点，表达了对“诚信”这一精神品

质的思考。其实，费孝通之所以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是为了赞扬国人淳朴诚信的传统美德；而材

料之所以说信用更需要后天培养，则是在强调守信的重要性，并且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让诚信观念深

入内心，并积极践行。由此，不难看出，文章立意的核心落脚于“守信”这一品质，我们只要按照立意内容

写作即可。 

本题要求以“让守信成为习惯”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在写作时，我们要围绕“守信”这一核心，选择不同的

角度进行分析，如遵守诚信的有利结果与不守诚信的后果之间的对比论证，如诚信对于个人、社会、国家

等不同层面的作用等。我们在写作时还要能够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挖掘出这一精神的时代内涵。最后，根

据标题“让守信成为习惯”可知，行文最后还应思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去培养和树立自己的诚实守

信观念，并使之成为可以自觉去做的习惯。 

立意： 

1.人无信则不立。 

2.诚实守信，行稳致远。 

3.点滴小事铸就诚信习惯。 

（2）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全命题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以我们常见的生活现象为切入点，引出的虽然也是“诚信”话题，但重点却在于践行诺言过程中的艰难

曲折。也许每个人都曾许下过诺言，但有的人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有的人过两天就将之抛诸脑后；也有的

人要颇费一番功夫才能实现，有的人虽“上下而求索”却也只能抱憾终生。材料阐述的重点就在于后面这两

类，意在强调践行诺言的艰难，及需要为之付出的努力。而试题要求以“一个终于履行的诺言”为题，则又

将范围缩小到了需要颇费一番功夫才能履行诺言这一类上。 

试题要求写一篇记叙文，其中的“终于”既是对材料的呼应，也是主人公“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叹；而“一

个”则说明作文的叙事应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去展开，而不能随意挑选两三个有关诺言的事例随意展开，行

文涣散。对此，写作时，可以从个人成长的角度去展开，举自己要在期末取得好成绩，或立志看完某本经

典等，也可从人我关系的角度去展开，举自己答应某人要跟他一起去做某事，或伤害了朋友自己立志弥补

等。而叙述的中心，则应放在干扰阻挠自己实现诺言的一系列艰难险阻上，可以是自己的惰性，可以是现

实条件的困难等等，与之相对的，还应有自己努力克服这些负面干扰的过程。而在这两个过程叙述完整

后，行文最后则可以抒情或议论结尾，说明这一诺言终于得以实现（当然，也可采用倒叙在开头呈现），

或是发表自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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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 

1.我终于履行了自己看完《追忆似水流年》的诺言。 

2.立志学成报乡关，如今我终于回来了。 

3.三年后，我终于履行了自己学医报国的诺言。 

4．略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题。 

“我是这样理解________的”，考生需要从“家”“朋友”“快乐”“成功”四个词语中选择一个补进标题。“我”表明

文中所谈的理解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表达自己对所填词语的认识和思考；“这样”指代文中理解的角

度。从材料来看，对于“家”，乡土社会的理解是“伸缩自如”，小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大可以“天下

可成一家”，从前者的角度可以立足家庭来谈，如“家”是根，是避风的港湾，是灵魂栖息的地方，是在你高

兴时有人陪你开怀大笑，在你难过时，有人给你安慰，给你鼓励，在你受挫折时，支持你，包容你的那个

窝；从后者的角度可以立足家国天下来谈国之于我们的意义，国与个人的关系，以及我们肩负的责任。对

于“朋友”，可以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也可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立足前者，可以谈真正的朋友不在

多，要择益友而交，交友要有道，要择其善者而处之，要谨慎择友；立足后者，可以谈广交朋友的好处，

心宽而广交朋友，才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可能性。对于“快乐”，可以是“自歌自舞自开怀”，也可以是“后天

下之乐而乐”，立足前者，可以谈独乐乐，赞成追求“个人的、自我的那种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立足后者，

可以颂扬“为公共利益有所贡献的幸福”。对于“成功”，可以是个人的修身立业，也可以是开万世之太平，

立足前者，可以谈个人在修身立业方面的成功，也可以谈为国家人民建立的功业。 

行文构思上，可以先列举别人对该词语的看法，以此引出自己的看法，可以采用“我却认为……”这样的句

式突出自己的观点；接着对所选词语进行阐释，然后联系古今中外的事例进行佐证；最后联系当下，明确

自己作为当代青年对其的认知。 

立意：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真正的朋友贵在知心。 

3.与众同乐，其乐更乐。 

4. 开万世之太平，于广阔天地中奋发有为。 

5．例文： 

“转型”的故事 

蛋壳，它可以是鸡蛋的保护罩，也可以是小鸡的束缚膜。在我家，便有一个关于“挣开蛋壳”的故事。 

小时候，奶奶会在家里孵小鸡。有一次快到小鸡孵化的时间了，我好奇地随着奶奶一起去看鸡蛋，看

到有些小鸡冒出头来，“好心”的我就想去帮一下小鸡。刚伸手准备去掰开蛋壳，奶奶连忙把我的手抓了回

来，奶奶说这蛋壳得它们自己挣开。我问奶奶为什么，奶奶便说只有自己挣开蛋壳，小鸡才能健康长大。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乖乖地在一旁看了。后来，看着奶奶的变化，我慢慢明白了，小鸡用力挣开束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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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蛋壳，身体强大了，便能够健康长大；而人用力挣开束缚自己的“蛋壳”，内心强大了，便可以自在无

忧。 

周末傍晚，家里刚吃过饭。我解锁手机，打开微信，给奶奶发起视频通话。没多久，一张满是皱纹但

笑得很开心的脸出现在小小的屏幕上，“喂，大宝贝，有啥事呀？”“奶奶，没事就不能找您，咱俩聊聊天不

行吗？”“既然没啥事就挂了哦，奶奶约了人一起去跳广场舞了。”我正想说点什么，奶奶的脸就在屏幕上消

失了，聊天时长 00:12。虽然有点郁闷，但我并不难过，还挺为奶奶开心的。奶奶现在终于能稍稍放下为

家操碎的心，去享受自己的精彩生活了。一旁的爸爸感叹说：“改变思想的老太太就是了不得，现在生活

轻松自在，哈哈，为你奶奶高兴。”是啊，奶奶活得自在了，开心了，思想的“蛋壳”不在了。 

但在一年前，奶奶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在儿孙眼里，奶奶总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一刻都不

停歇。奶奶是一个很勤劳、很能干的人。她一直住在农村，早上四五点起，干完家里活就去地里干活，从

地里回来又开始干家里的活，总能给自己找到活干。日日如此，极少看过她歇息半天。我们常常劝说她，

让她多注意休息，她总说自己停不下来；我们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一教她就走，老说自己一老太太，学不

会的，平时会打电话联系就行；我们想带她一起去旅游，她又说自己哪也不去，不必浪费钱……如果说挣

开蛋壳的束缚是小鸡出生时的难关，那么挣开思想的束缚是奶奶年老时的难题。随着国家的发展，农村环

境越来越好了。村里一河两岸修建了沿河路，无论早晚，路上总会有许多人，或是散步的老人、或是跑步

的年轻人、或是遛娃的夫妇、或是玩耍的小孩……平时奶奶也会去散散步。奶奶家附近不远，还有个小小

的公园，跳广场舞的阿姨奶奶慢慢地多了起来，而奶奶便是其中一个。之前我们怎么劝奶奶都不听，而现

在奶奶开始主动去学习各种新鲜的东西，开始给自己买漂漂亮亮的衣服，还一周就学会使用了智能手机基

本功能，有了微信还会打视频通话了。奶奶由内而外散发自信，日子过得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开心了！ 

挣开蛋壳的束缚，是小鸡出生的关键，而挣开思想的束缚，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享受自己的生

活，是奶奶快乐的“转型”。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本题是命题作文题。 

标题是“‘转型’的故事”，题目中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是“定型”的，所以“定型”

是指固有的模式、单一的内容，而现代社会常有变动，是“不定型”的，那么“不定型”是指变化的模式、新

的模式、多样的内容。写“转型”的故事就是记叙某些人或者某些事物从“定型”转变到“不定型”的故事。文

章的重点在于如何转变，从不变到变、从旧到新、从一到多之间的转变。我们可以写生活中某些人的转

变，反映人生百态，比如说做事从固有思想到创新思想的转变或者从固有行为到个性行为的转变等，也可

以写某些事物的转变，折射社会万象，比如说写手机从以前单一的打电话功能到现在的摄影娱乐学习多功

能的转变等。 

比如，以前整天围着孩子转，还有着做不完的家务的母亲，现在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有着自己的

兴趣爱好，活出自己的精彩。母亲的改变，可以反映出新时代女性思想上的变化，唯有爱自己，才能更好

地爱他人。母亲思想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名校毕业的年轻人选择回村发展。以前的人们拼命“走

出去”，只为离开穷苦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回来”，不怕艰苦困难，尽自己的力量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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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变了，社会发展更好了。 

记人叙事时注意使用细节描写，行文过程中尽量通过平凡人物、小事件来展现社会生活，以小见大，平中

见奇。 

立意：  

1.我的“转型”妈妈。  

2.“转型”折射时代进步。 

3.不做“定型”人，“转型”求进步。 

6．例文： 

“不为人先”与“敢为人先” 

在费孝通先生笔下，“不为人先”是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踏着前人

的脚印生活；而“敢为人先”是现代社会中很多人的追求，他们因时而变，与时偕行，开拓自己的专属生

活。从“不为人先”到“敢为人先”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促使人们思想的转变，从而使人们的

生活发生改变。所以，与时俱进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乡土社会中，“不为人先”是人们的习惯。所谓乡土社会，即以土地为根，不流动，极其稳定的群居结

构。这里的人们互相熟悉，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尽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乡土社会中，“出

名”并不算是好事，所以人们做事便“不为人先”。这里的人们紧跟前人脚步，亦有敬畏之心。老子曾言：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不为人先”便可从容淡定，顺其自然地生活。这里的人们只关注眼前“一亩

三分田”的事，《道德经》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为人先”可能下场不好，而“不为人先”则可

独善其身。在稳定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生活做事习惯于“不为人先”，习惯于独善其身，习惯于敬畏谦让，

亦习惯于从容不迫，顺其自然。 

现代社会中，“敢为人先”是人们的选择。所谓现代社会，是快速变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环境。在这样

的时代环境中，人们选择“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不怕苦，不怕累。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很多人迎难而

上，走在与病毒抗争的第一线。医护人员选择“敢为人先”，不怕艰苦，在人与病毒之间筑起一道保护墙；

生物专家们选择“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直面病毒；物流司机们选择“敢为人先”，不怕苦，不怕累，一趟

又一趟走在路上，只为大家能有吃的有喝的……选择“敢为人先”，便是选择挑战自己。现代社会瞬息万

变，如果只是“不为人先”，很快就会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只有“敢为人先”才能成事，让生命发光，为社

会添彩。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要与时代同行。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担

当，如此方能跟上时代的变化；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有“不为人先”的从容和谦让，如此方能

应对社会的未知。与时俱进，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精彩。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本题是命题材料作文题。 

标题是“‘不为人先’与‘敢为人先’”， “不为人先”和“敢为人先”都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智慧，题目中提

到乡土社会的人们习惯于“不为人先，不为人后”，而现代社会很多人追求“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联系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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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乡土社会是属于定型的社会，乡土社会中的人们过着印模般的生活，他们循规蹈矩，

有着重复的生活节奏，所以他们做事向来是“不为人先，不为人后”；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变动的环境，是

不定型的生活，这就需要人们在变动中追求生活，在变化中求发展，所以现代社会很多人追求“敢为人

先”。从“不为人先”到“敢为人先”的变化，实际上是定型生活到不定型生活的变化，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

的人们思想行为的改变。因此，我们往环境、时代的变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和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环

境中生活发展的方向去思考。 

对于“不为人先”，可以批判是一种保守思想，在现代社会不提倡；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对于名利

等“不为人先”，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品德。对于“敢为人先”，我们应当加以肯定，因为只有敢于创新，个

人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论述时也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辩证思考，何时“不为人先”，何时“敢为人

先”，如何“为人先”，要注意些什么等。 

写议论文时要注意结构安排，比如可以使用总分式或者对比式的结构。在行文过程中，合理运用举例论

证、对比论证等方法。 

立意：  

1.人们的生活态度受环境影响。 

2.思想行为要与时俱进。 

3.因时而变，与时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