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高考进行时·作文解读

评说
和其他题型比较起来，作文是高考语文中占分数最多也最有可能体现考生价值

观念、想象力、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综合能力的题型。由于它本身的话题性，年年都
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今年山东卷的高考作文是一篇关于“24小时书店”的材料作
文，这样的作文到底该咋写？作文中提到的书店为啥要坚持24小时营业？如何才能提
高写作技巧？本报将为您一一解读。

山东省实验中学名师点评高考作文:

立立意意多多元元重重思思辨辨
本报记者 李飞

7日，2017年高考语文课目
的考试结束。山东卷的作文题
目是根据一则“24小时经营书
店”的材料，自定立意写一篇
文章。材料的内容为：“某书店
开启24小时经营模式。两年来，
每到深夜，当大部分顾客离
去，有一些人却走进书店。他
们中有喜欢夜读的市民，有自
习的大学生，有外来务工人
员，也有流浪者和拾荒者。书
店从来不驱赶任何人，工作人
员说：‘有些人经常看着看着
就睡着了，但他们只要来看
书，哪怕只看一页、只看一行，
都是我们的读者；甚至有的人
只是进来休息，我们也觉得自
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针对今年的山东卷高考
作文，7日上午，齐鲁晚报记

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山东省实
验中学高三语文组备课组长
吴静老师。对于今年的作文
题目，她表示考题是一个高
水平的命题，既符合了主流
的价值取向又具有很强的开
放性和思辨性，材料立意多
元，适合个性表达，让具有不
同语言风格、不同认知程度
的学生都有话可说。吴静分
析，今年的作文立意可以从
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从书店角度，学生可以思
考这种经营模式、经营理念，
以及这种模式背后的人文情
怀。在当下市场经济、商品经
济大潮下，书店致力于营造一
种人文环境，不以利益为先，
追求精神价值是难能可贵的。

从更大的层面分析，作
文题目中很好地渗透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

面：和谐、平等、友善。和谐共
享、平等友善，关注底层，关
注各个群体，符合时代精神，
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另外，从读者的角度，学
生可以谈读书本身的意义所
在。个人对精神食粮的渴求，
读书对于自身修身、正身、精
神品德的提升的意义等。“其
它角度考生能自圆其说也是
可以的。”

吴静说，在布局谋篇上，
要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对文
体界定要清晰。如果写成时
评文，考生如能对书店以一
己之力营造文明进步的人文
环境对政府有何启发，或这
种经营模式能坚持多久，或
作为读者该如何去维护这种
良好的环境秩序作出相应的
思考，就更能体现出学生的
思辨性和理解的深度。

本报记者 徐洁 实习生 陈诗佳

7日上午，合肥新华书店三孝口店副店长徐昕炜和同事
正在忙碌，全国各地高考的新闻陆续弹出，“山东今年的高考
作文题目说的不就是咱们吗？”有眼尖的同事发现，书店因为
进入山东省高考作文命题材料，而又一次成了“网红”。去年
年底，安徽省当地的媒体陆续报道了合肥新华书店三孝口店
的故事，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为这家书店点赞，他们在网上
被赞为“暖心书店”。

“能进高考作文题目，同事们都很开心啊！感觉自己的工
作得到了认可。”徐昕炜说。“只要他们来看书，哪怕只看一
页、只看一行，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作文题目中
的这句话打动了不少山东考生，去年12月，当地媒体采访这
家“暖心书店”时，当时的副店长毕升思说出了这句话。

徐昕炜说，从2014年10月31日起，新华书店三孝口店改
为了24小时店，店员们分为白班与夜班轮流值守，夜班从晚
上9:30到次日早上8:30，白天的顾客大多买了书匆忙离开，而
到了晚上，许多人下班后会走进书店找一把椅子坐下，静下
心来，开始真正的阅读，夜读书店设立的意义正是为上班族
提供一个下了班可以阅读的场所。

“晚上客流量很大。”徐昕炜说，经常有拾荒者、流浪汉走
进书店，有的还是常客，他们经常大包小包地拎在手里，有些
身上的确有异味，有些读者会跑来告诉店员，有的会有意见，
但从没有人驱赶他们。“在书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一个乞丐
翻开一本书，也会从中受到某些触动。我们书店倡导‘善其
身，济天下’，做好自己的同时，向别人传达善意。”

山东高考作文原型书店店员：

乞乞丐丐翻翻开开一一本本书书

也也会会受受到到触触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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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元森

每年高考，都少不了全
民热议作文的现象。作文得
分直接影响语文的成败。我
作为高考“过来人”也很关注
高考作文如何命题。

高考首日语文考试结束
后不久，我在本报客户端看
到了今年的高考作文材料，
第一眼就有似曾相识的感
觉。书店工作人员对流浪者和
拾荒人员敞开大门，应该不是
凭空杜撰的事情。我记得多年
前做新闻评论时就特别关注
到一则新闻，杭州图书馆因为
允许流浪者和拾荒人员入馆
读书引起读者争议。这则新闻
看似“花絮”，其实有很大的议
论空间，因为此事不仅折射了
一个城市的宽厚和温暖，还凸
显了一些弱势群体经常被忽

视的权利平等问题，而“平等”
无疑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
核心价值观。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选题确定为本报的“头
条评论”，由我执笔。“一旦社
会中有了‘非常公民’，权利
的平等就成了空谈，今天你
拒绝乞丐进入图书馆，明天
就可能在其他场所被另外一
些自视甚高的人拒绝。”这就
是该篇评论的核心观点。因
为新闻评论大多属于“急就
章”，回头再看此文，文笔不
免有些粗疏，但是立意至今还
是站得住的。

这次的“撞车”看上去有
些巧合，但是在网上翻阅了近
几年一些知名中学的作文材
料可以看出，类似的巧合不是
第一次，直到今年山东省实验
中学高一期中语文考试还在
引用这个新闻材料。由此我们

可以得到一点启发，那就是多
看看报纸，多读读评论，对中
学生的作文写作应该大有裨
益。一些中学生的习作之所以
摆脱不了言之无物、矫揉造作
的毛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
社会关注不够。平时不关注新
闻，也不参与公共议论，一旦
触及这方面的作文材料，下笔
肯定没有底气。

确实，文无定法。就一个
开放式的命题，不同的学生
完全可以写出不同体裁、不
同观点的文章，但如果家庭
里有一份比较权威严谨的报
纸，就能帮助学生了解时事，
了解社会，同时还能培养良
好的思辨能力。现在，我已经
做了二十多年的报人，更觉
得报纸在这个“全媒体时代”
并非已经无足轻重。它的“无
用之用”随时可能显现。

本报首席评论员点评：

多多看看报报纸纸多多读读评评论论，，必必有有““无无用用之之用用””

合肥新华书店三孝口店是今年山东卷作文中提到的书店的原型。图为在书店里，不少读者在认真读书。（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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