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广州一模作文指导+例文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 分 )  
《孙子兵法》中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水能漂石，可见

“势”的力量巨大。合乎“势”，顺势而为，往往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举

步维艰；因而，人们要正确地  认识“势”，灵活地把握“势”。面对不同的

局 面，有的人蓄势待发，有的人谋势而动，有的人乘势而上 。  
请结合材料，联系现实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  

要求：选准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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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读懂材料，审题立意大前提 

《孙子兵法》中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水能漂石，可见“势”的力量巨大。

合乎“势”，顺势而为，往往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举步维艰；因而，人们要正确地认识

“势”，灵活地把握“势”。//(第一层：怎样认识“势”。思考：“势”是什么？“势”有什么

重要作用？面对“势”的整体态度应该怎样？)面对不同的局面，有的人蓄势待发，有的人谋势而

动，有的人乘势而上。//(第二层：如何把握“势”。或“蓄势”，或“谋势”，或“乘势”，其

内涵该如何理解？) 

二、明确内涵，精准立意深思考 

作文主话题是“势”。大话题的切入口为三元：“蓄势”“谋势”和“乘势”。从这三个方向

来论述“势”，才算作结合材料。 

“蓄势”，或“谋势”，或“乘势”，内涵的理解，也就是扣三个词语的核心词“蓄”“谋”

“乘”。关于这三“势”，命题人解读非常清晰。但笔者对其“谋”势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谋势，重在“谋”，也就是谋划。既有自己条件的成熟，也有外部大环境的发展变化，在综合

权衡后，再做出的决策布局。“谋”如果仅限定在“形势不利于己、处于被动时……变不利为有

利”，未免片面了些。 

可以这样理解：“蓄势”是前提条件，从个人角度考虑；“谋势”是结合内部和外部感环境综

合考虑，灵活地把握“势”，最后做出的决择；“乘势”就是实践层面，把握时机，该出手时便出

手。 

三、作文构思，整体权衡很重要 

   从整体上来讲，有两个主体内容，一是正确认识势，一是灵活把握势。 

   在灵活把握势这一点上，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灵活把握势，材料已给出思考方向：“蓄势”“谋势”“乘势”。这三者很强的思辨层次，可以

构为一体，三者都谈，是可以的。如何考生选取其中的一点，也是可以的。 

注意三元关系作文，三元关系的构思布局并没有一个定论，得看题目材料内容的实际。 

如 2022高考全国甲卷“直接移用”“借鉴化用”“情境独创”，作文构思可以“移用、借鉴”

为辅，重谈“创新”。但是全文只谈创新，不谈“移用、借鉴”，那肯定不行。三者比较，拿出一

个侧重点，这才符合材料立意范围。当然，三者平均用墨，也是可以的。 

如 2022年全国新高考Ⅰ卷的“本手、妙手、俗手”，三者都谈，平均谈，可以。也可以略谈本

手，选取“妙手”为侧重点，突出“妙”的本质，再加以“俗”来反面论证，这也是很好的构思。 



此次作文题目“有的人蓄势待发，有的人谋势而动，有的人乘势而上”，是现象类，面对

“势”，有三种人，三种态度。我们得先分析这三种态度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那么

我们是做三种都选的“骑墙中和派”，还是独选取一种的观点主张派。如果只选一种态度，另外两

种正确的态度在作文中该如何处理？一个很简单的处理技巧，就是一笔带过，然后重谈自己的观

点。（从构思布局上来说，这也算作是一种“谋势”呀。） 

接下来就要思考：如果选取其中一种态度，如“谋势”，那么如何多角度来思考，也就是把这

一话题讲透彻？这又是一种构思。如从青年人的视角来思考：这个时代的大势如何？我们个人的

“蓄势”怎样？如何在时代大势中抢抓机遇，布局好个人的人生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