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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议论文写作，是检验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等核心素养的重

要途径。本文以模拟考作文写作教学为例，从提炼关系解析概念、肯定合理性、反思局限性、

完善和超越以及反思当下，彰显命题现实意义的角度，试图解决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论述的

写作难点，在逐层推进论述中，完善思维品质，提升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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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万物都有结构，结构是万物之本。”所谓层次，即结构层次，文章中的层次，外

在表现为若干个自然段。结构层次既表现写作者思维流动的过程和认知深度，也表现客观事

物的发展次序和矛盾的各个侧面。上海市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中，“紧紧围绕主题” “结构严

谨、文脉畅通、衔接紧凑、过渡自然” “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等，都离不开良好的分层。

但在写作训练中，内容单薄，思考肤浅，无法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论述恰恰是很多学生的“痛

点”。 

笔者认为，要指导学生在写作中多层次地推进论述，可以按照顺序将下面几条要素纳入

思考的路径。第一层：解析材料，提炼关系，定义概念，明确议论中心；第二层：诠释与分

析，诠释材料中关系的现实性，分析合理性；第三层：批判与反思：批判单一片面情况下的

弊端，反思局限性；第四层：完善与超越，追问终极价值；第五层：关注当下，真诚写作，

彰显命题的现实意义。 

下面以 2024 年徐汇区二模作文题为例，示范如何多层次地展开论述。 

作文题：获益大于代价，是衡量一件事值得做的标准吗？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

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一、提炼关系与定义概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思维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没有概念我们就没有办法思维，

在大脑里只是个别的模糊的印象、图像或者说意念，没有概念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思

维活动。更不用说表达和交流了。”展开论述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概念的定义，这不是用来丰

富层次的套路，而是必须的步骤，是我们思维的前提和起点。概念的表现形式在作文题中就

是词语，当我们一旦使用某个概念（或题中的词语）时，就意味着我们在使用某个概念的涵

义和适用范围；也只有我们在明确了某个概念的涵义和适用范围后，我们才能正确地使用它，

避免产生歧义或误解。 

要定义概念，首先要提取概念，要提取核心概念，首先要提炼题目中的核心关系，因为

没有孤立的概念，出现在同一语言序列里的概念，必然因为彼此的关系而对其概念的内涵产

生制约。 

上题中，可以提炼出两组核心概念。在“如何衡量做一件事是否值得”的关系里，“获

益”和“代价”是核心概念。在“衡量是不是值得做一件事的标准”的关系里，“衡量”和

“值得”是核心概念。以哪些概念为核心，意味着以哪种关系为核心，也意味着写作者思维

层次和思想深度的差异。 

在“如何衡量做一件事是否值得”的关系里，“获益”是指“通过某种行为或决策获得

的利益或好处”；“代价”是指“付出的成本或需要承受的损失”。“获益”大于“代价”，就

是指要在做一件事时尽量追求利益和避免代价，要以小价值换大价值，实现利益的增量增值。

从这一层的关系的概念定义来看，获益大于代价确实可以作为衡量值得做一件事的标准。 



在“衡量是不是值得做一件事的标准”的关系里，“衡量”是指计算，理性思考，是在

获益与代价、得与失之间做比较。“值得”指有价值、有意义。从这一层的关系的概念定义

来看，得失计算、理性思考，可能不能作为衡量一件事值得做的标准，“值得”概念中的“有

意义”不能通过理性计算来估量。 

由此可见，概念的定义是论述展开的起点，为后面的论述指明了方向。 

二、诠释与分析，肯定合理性 

   近年来，上海高考作文题目不管是以提出问题、现象描述，还是“有人说”的形式

出现，都意味着题目中呈现的现象或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存在的就是有原因的，

我们展开层次的第二个步骤必然是呼应题中之义，从客观现实和普遍存在中寻找题中之义存

在的依据，而客观的限定包含着对我们人性的反思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 

上题中，在大部分情况下，获益大于代价，确实是衡量一件事值得做的标准。从人性来

看，动物只有直觉和本能，而人有理性计算的能力，在做一件事之前能够对过程和结果进行

预测。人也有“损失厌恶”的本能心理，喜得不喜失，喜增不喜减。从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看，

衡量做一件事的成效最直观体现在“大于”上，大于就是增加，就是得益，就是进步，反之

则是退步，而人类的进步恰恰是一点点的“有用的东西（利益）”的累积、增加。所以，从

客观的限定来看，人类的本性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定了题中之义的合理性。人类能衡量

得失，且必须要衡量得失。不衡量计算，人类活动就失去方向，不渴望增加，个人发展和社

会进程就无法推动。 

三、批判与反思，指出局限性 

美国教育学家威廉·佩里把人的认知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元对立”，

第二个阶段是“相对主义”，第三个阶段是“批判性思维阶段”。依照第一种认知，我们可能

会轻易否定或全盘接受题中之义，认为不能衡量或者必须衡量。依照第二种认知，我们可能

不假思索地合理化任何现象，认为衡量和不衡量都对。而第三个阶段则是在补充前提条件和

设置具体情境中给出“一分为二”的观点。 

上题中，就开展一项具体的活动，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来说，我们要以获益大于代价作

为值得做的标准，精确计算可以实现最大的功利和功效。但是，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对

“获益”的“益”的理解，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不仅仅指金钱，还指对你而言重要的东

西，可以是生存和安全，也可能是成就感、满足感和被认同感。就可以被直观感知到的金钱

物质来说，也许可以衡量大小得失。但就无法直观感知到的情感体验来说，却难以进行大小

换算。同时，人们的理性也很难在获益和代价的主体性和时效性上作出准确的预估和评判。

也即，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同时，人又不是完全理性的东西，人还有情感和更高的价

值追求。譬如，拥有信仰可以让人不计代价，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战胜欲望的羞耻。所

以，在抉择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和幸福时，计算得失衡量利弊可能会失效，可能熄灭我们生

命的激情。 

四、 完善与超越，追问终极价值 

刘擎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说，确立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

时刻，都会有一个当下的具体目标，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具体目标的意义，就需要一个

更大的目标来回答。如果一直追问下去，最终就会遇到终极关怀的问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

么？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优秀的高考作文，在绝大部分的作文论题下都会展开对“终极关

怀”问题的思考。有些同学可能以为这些“终极关怀”是套路，是故意的拔高。但事实上，

正如 “概念的定义”是思维的起点一样，对“终极意义”的思考，恰恰是命题思考的归宿。 

上题中，在“衡量是不是值得做一件事的标准”的关系里，对利益得失的计算衡量可能

可以决定一件事值得做的价值，但不能决定做一件事的意义。评价一件事值得做的价值标准

常常是功用性的，是外部环境决定的。而决定做一件事的意义评价则是由我们每个人自身所



以认定的。衡量得失是我们的理性，理性确实能给我们的生活实际问题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

方案。但事实上，人类的好多行为并非完全出于遵行理性的逻辑。王德峰在《中西思想必修

课》中说，“人心智中最高的能力不是理性而是性灵。”“人性的价值不在于头脑一系列规则、

有清醒的认识，而在于生命情感与天道的一致。”大卫·休谟说，“理性是且只是激情的奴隶。

我宁愿毁灭全世界，也不愿意划伤自己的手指。”如果在“毁灭全世界”和“划伤手指”之

间衡量获益和代价，毁灭全世界肯定是疯狂的，非理性的。但是如果从个体对人生意义的定

义来看，推动那些人“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恰恰也正是一种激情，一种“非理性”。 

所以，一则作文材料看似设定的是一个具体的情境，一个生活的侧面，但其背后都还有

一个隐含的前提：在我们认识到我们生而为人的客观局限之外，我们是否只能接受命运的安

排，不能对我们的存在和选择作出反思，追求主观上的超越，创造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毕竟萨特说，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 

五、反思当下，真诚写作 

素养导向的课程实施强调情境学习，“情境”作为重要关键词贯穿在所有科目的课标中。

高考材料作文的材料，就是创设了一个具体的任务情境。很多学生会很好地融入到材料的情

境中，却忽略了所有的材料情境都包容在一个更大的情境中—真实生活。重视情境，实际就

是强调教育要回归生活，培养学生应对真实问题的能力。如果写作者只与命题人作形而上的

论争，思想就会空洞，情感就会虚弱。同时，把前文形而上的思辨应用到反思当下现实生活，

也是写作者能够举一反三地灵活思维的体现，同时也可以挖掘出命题对于凸显现实生活问题

的价值。 

上题中，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获益”和“代价”时，是否联想到的是金钱？是甚至下意

识地把衡量得失上升到首要乃至唯一标准？那是因为，进入现代社会，理性被推崇到至高无

上的地位，成为划分黑暗和光明的标准。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是一个最通用的

工具，是最直观可计算的利益。而我们人类同时还拥有的其他能力，如信念，情感，感受，

直觉，冥想，猜测和灵感等，却逐渐隐没不见……命题人和写作者，正处于这样的当下。命

题人命制这个题目的初衷，也许正是启发写作者思考，自己是否正在以功利得失衡量我们的

情感体验和人生意义，我们是否正在有效运用理性的同时，也逐渐沦为理性的奴隶…… 

总结，优秀的高考作文包含几个标准，都与文章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展开有关。层次丰富

角度多样就是“内容充实”；观点和依据逐次排列有序，层层推进就是“结构严谨”；在层层

推进中，水到渠成地从表象抵达本质，发人深省，就是“立意深刻”。为了达成多层次的展

开，我们要从概念的定义起步，然后分析合理性，反思局限性，再然后抵达对终极意义的思

考。最后，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反思当下，不是“套路”，而是与命题

人和阅卷人“生命的碰撞”，使文章理胜其词，情蕴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