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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游泳
”

讲评

【作文题 】

阅读下面的材料 ， 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８００字的文章４

近 曰
， 有消息称 ， 清华大学将从 ２０ １ ７级开

始
， 要求本科生都要学会游泳 ，讀校学 生必领

通过入 学后的 游泳测：试 ，
：威参加游泳课的 学 习

并达到要求 ，
否 则 不 能获得毕业证 书 ， 有特殊

情况除外 （
：惠有皮肤病、 恐水症等不适合游泳

的 学生 ， 可以 不参加ｋ 同 时 ， 学校将调整课程

安排 ，
让学生有灵 多 的时 间上操场遍

针对这一规定 ，
网 上一份调查显示 ， 有超

过６０％的 网友给予支持 ， 认为
“

学好游泳能保

命 ， 学校 用 心 良苦 然而
，
也有 网友认为规定

过于
“

奇葩＇
强制学生会游泳是否

“

用 力过猛
”

？

对此 ，你 怎么看呢 ？

要求 ｓ續合枒料的内容 ，选好角慶 ，确定Ａ

蠢 ．

，
明确文体 ， 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 ．

【 写作指导 】

此次作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３ 教育部考

试中
：心命题组专家张开先生对任务驱动型作

文的穹法提到 了两个关键点，在真实的情境

中辨析关键概念 ， 在多维度的 比较中说理论

证《
”

顺着这个思路 ，首先，我们应该辨析出这

则材料中的关键概念 ：
游泳非栗和毕业证挂钩

吗？ 然盾 ，
选好

？

角度 ，围绕顧ｆ ｉ ，确立观点ｐ 你可

以赞同这种做法 ，也可以反对这种做法《 若臬

赞同 ，你可以交论
“

游泳作为课程合理合规
”

；

若是反对 》？可 以立论
“

游泳不是学生 ＞必须具

备的技能、 最后 ，
围绕材料就事说理

ｓ
多维度

地说理论证＊

１ ． 赞成 ：＿泳作为谋養合＿合规 ９

①从社会规实看 ．，清华也有把游泳作为必

修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一方面 ，

， 大学具有开

设游泳课的条件 ；麥一方面 ，是补上游泳教Ｉ

短板的需要 ｓ

②从办学历史眷 ，清华早有游泳作为必修

课的 老校规＇大學具有开设游泳课的条件 ３

③从必要性角度着 ｓ
游泳既有锻炼身体的

作用 ，也是學生所盡要 ：

掌铤的生存技能 ，将游

泳纳人考试不是简单的考核 》而是培养学生对

于生命价值的讯识，

④．

队育人的角度看
，
与．其说学校用体育考

试来强制学Ｕ如说是循循菁诱 ， 期待孕金

能在运动中单纯享受体育的快乐 ， 培养一个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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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受益的兴趣爱好》

２
． 不赞成 ：游泳不是学生必须具备的技能《

（Ｄ从学里角度看 ，他们其实是最容易反感

制度化的东西》

＠从社会现实看 ，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这种坎儿 ，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多水让人

溺 ， ．是费可以客观辩证地安排学生的课程 ｐ

③从学校角度看 ＃ 学校可 以提供多种选

择 １ 然后逋过加学分或者奖励的方式适＿别

导 ５来让大争生 自 己选择 ， 如果强行
“

被学
”

的

话可能会适得其反 ，导致很多大学生只是为丁

通过测试魏 最后有可能技能掌握得并不麵

么好夺

任务驱动型作文在表明态度的基础上要

进一步阐述ａ方所持观点的理由 ｐＨ如徐贲所

育，
‘

理性
’

荽表现在
‘

提供＿亮 、清晰 、恰当的

理由
“

说理之文
＂

是写给别人看的 ，
所以

必须考虑别人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如何才

能有效地说服他们專《 任务驱动型作文的说理

不仅需要
“

比较
”

，
腻旦强调在

ｆ‘

多维度
”

中完成

比较说ＳＬ

【作文示例 】

谁来珍惜清华的 良苦用心

有 恍

清华大学从 ２０１ ７级开始要求本科生都要

学 习 游泳 ，
否 则无法毕业 ８ 同 时进行课程调动

，

让学生有更 多时 间上操场运动 ６
— 时间 ？

丨 来热 ■

议
，褒贬不

－ 在我看来 ，游泳作为课程是合理

合规、利 国利 民的％ 究竟谁来珍惜清华的 良苦

用心ｆ

清华大学作 为我 国 的 顶尖学廢 ，

一直被外

界贴上
“

严谨、清高
”

的标签９ 如此散发着神圣

光ｉｆ的清华颁 出
“

不 游泳者不毕业
”

的牌匾 ，
竞

意外地增添 了 些许人情味儿 ｓ 许多 学生和外界

人士感到 困惑
，
腹诽道／

‘

学术气 息如此浓厚的

清华竟也对身 体素质有要求 ？
”

然而 清华其 实

几十年前便有 了这条校规

在汪 曾祺先生在清华就读时 ， 清华就定

了 这条枝规 只是在 国 家战争频仍等多个不稳

定 因素岛＼扰下
， 清华不得 已才 中断 其延续 Ｄ 此

后这条校规便尘 封在历 史长 河之 中
， 沾 满 尘

埃 但在几千年后的今天 ， 清华重新掀开它 ，
示

之灰人
，
这不得不说游泳作为 清华传统项 目 具

有其他事物无可比拟的历 史童量 ：

〇

“

生活才不是生命荒唐的编号 ，
生活的意

义在 于生活本身 ，３
”
圣 ． 埃克苏佩里如是说ｓ 谁

说清华充满学术 气息 的校 园 中不 能有身 材健

美熟？爱运动 的人而非得是带着厚眼镜窝 在 实

验室的
“

科学怪人
”

？ 游泳作为 一项对身体大有

裨益 的有氧运劫 ，
是运动项 目 中较为 柔和的一

种 ｑ
且在溺水事故发生频蘩的如今 ， 学会一项

能保命的生存技能 ， 有何不妥 ？ 诗人里＊ 克 曾

说过
“

人若愿意 的话
，
何不 以 悠悠之手

，

戌 一技

之长
，

而 贞 静 自 守 ％ 清华重新启 用
“

游泳入

学
”

，
必是再三权街其 中利弊

，
绝不可能只 凭一

时头脑发热 ，
梗大手一挥 ，

轻率行事 ＆ 而那些 ．反

对清华
＂

游泳入 学
”

的人对其 口诛笔伐 的原 因

竟是荒谬可笑的
“

用 力过猛
”

！
既然清华 已做 出

妥协惠有皮肤病和恐水症等不 适合游泳

的 学生可不参加 ＜ 我 自 以 为这 已是充 满人性关

怀 的退让
， 那

“

用 力过猛
”

又是何 出此言？
而那

些连脚趾都不愿探 向水 面 的人无 非是恐惧心

理作祟‘

当 年 汪 曾祺先生这样写道 ，我入学 时是
‘

旱鸭子 ％

—米也游不得的 ， ａ 但毕业 时竟能游

出几十米 ，这实在是极大妁进步 了 ，
Ｔ

乔治 ？马

丁 曾说 ：

“

人唯有 惑惧时方能勇敢 ＊
”

不克服惑

惧
，
恐犋使会吞噬你

，
又怎能勇敢踏出 那

一步 ？

不敢下水的 人
，
永远学不会游泳 ， 我晴 自 揣测

那 ＃反对
“

游泳入学
”

的人只 怕 都是些
“

旱鸭

子
”

吧？

自 信不是与 生俱来的 ，

而是在艰难的 学 习

过程 中 ，

一 次又一 次地征服對领地 ，
逐翁形 成

的一神 自 己 能１亍的信念 Ｂ 如若不是一次又
一■ 次

的 哈水
，

也没有人能 学会游泳 ，
能够劈波斩浪

地前行 Ｐ 清华的 良苦用 心＝实属不易 为 了 学子

亦是为 了提高 国人 曰 益疲软的体育精神和 日

益退化的 身体素质 ，
用心 良苦 ３

只是 中 国人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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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边千千万万个你我他 ，谁又来珍惜清华的

良苦用 心呢？

［
点评

］

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和充实的论据 阐释Ｔ

游泳作为课程是合理合规 、利国利民的＾ 清华

大学的这
一＃法实为

“

良苦用心％ 多角度思辨

问题長本文的亮 ；点 ：

一是借用枉臂祺先生的

话 》充分说明这
一

做法具有历史延续性 ，猜华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这个规定了 ；
二聋从学里自．

身来谈 ， 游泳是对身体大有裨益的有寧运动 ；

ｇ从社会影响这
一

角度分析 ， 为了提高国人

Ｂ益疲软的体育精神和 曰益退化的身体素质 ！

诸多修辞手法的运用 ，
便文章文采斐然 ，具有

根强的感染力 ！

为
“

游泳课程
”

点赞

屬獻＃

近 曰
， 有消 息说清华大学从２０ １７级开始

，

该校学生必 ：领通过游泳测试才可毕业 ， 有特殊

情况除外 。
这一规定 引来 了大家的热议 而我

认为 ，清华大学 的这个■举动十分创新且无不妥

之处
，我 为其 点赞ｂ

诫然 ，有人说 ：

“

这般强制 学 生会漆泳是否
‘

用 力过猛
”

我们换个 方式思考
——

学 习游

泳 ，
也是对 自 己 生命的一份保障 ， 既能丰 富大

学 的校 园 生活 ，
又学会 了 游泳 ，

而且还给那些

一直想学而没机会学 习 的人提供了 场所 ｓ 何 乐

而不 为呢？

技多不压 身 ｓ
多 一項技能 ｓ

给 自 己 多 一儉

保障 ＃ 每到 盛夏 ，

天气渐热 ，

“

某地某校某 同 学

溺水而亡
”

这样类似的新 闻便会高频 ：出现 ｇ 或

是贪玩下 水 ， 或是失足落水 ９ 倘若这样的事无

可避免
， 那学校提供课堂学 习 游泳

， 有何不妥

呢？ 再者 ，
作为当 代的青少 年 ，

本就该全面发

展 ， 学得更多 的技能 岂不更好 ？ 所 以 ，
我 为 其

点赞 ｅ

充 实 自 己
，

让大学生活更丰富 ９ 杰克 ，伦敦

曾说 ：

“

人的真正使命是生活 ，

而不是单纯地活

着 。

＇

”

步入大 学 ， 来 自 高 中 生 的 紧迫感 随之散

去 ，神兹不再紧绷 ，
大 多数人便完全松懈 ，

“

宅
”

这个字就是对其准确 的诠释 ９ 大学生活至此开

始变得乏味无趣 ＾ 当太 阳升起
， 花儿梢梢綻放 ｓ

露水漸渐蒸发
，
自 然界万物开始繁忙 而有趣的

一 夭 ：植物伸展 自 己 的枝叶 ，
吸收二氧化碳释

放氧气 ； 鸟儿伸开翅膀 ，
练 练 自 己的 身体

，
去捉

虫 奉米 ，这是动植物的 生活 ，
他们都努力 使

自 己的 生活过得有意义 ，
方物之灵的人更应该

去充实 自 己 的 生活
＾

■

． 哪怕 只是一項游泳课程 ，

学校这番 良苦 用 心 ，
又有什 么理 由让我去反

对 ？ 所 以 ，我为其点赞ａ

“

没有健康 ，

便没有生 活上真正的快 乐 ，ｓ
．

”

生命诚可贵 ， 有
一

个健康的身体比什 么都重

要 随着 时代的进步 ，
生活荪境越发的安逸 ，

大

务数青年学生的 身体素质也不及从前 的人 。 时

常这疼那痒 ，
各种毛病

“

泛滥成 灾
”

》 正 因如此 ，

我们 才要更加重视锻炼的重要性 。 游永是众多

体育运动 中 的一种
，
它的犹点在于锻族效果比

较好 ，有助 于提升身体素廣＾ 除此之外 ， 在校园

里
，我们每 个人都可 以 学到 众 多 的知识 ，

而生

命就是将这些知识变成实 际的催化射 ，清华大

学增设游泳课程 ＜于我们 百利而无一 害 ｓ 只 有

拥有一个健康的 身 体 ＞我们 才 能拼尽全力 ，奋

力 一搏
， 在这样一个 多彩 的世界级横飞跃 ！ 所

以
，我为其点赞＊

为
“

游 泳课程
”

点赞 ，
让这一创 新传遍更多

的校园 ， 为我们的 生命旅途 ，

表繳美丽的繁花 ！

［
点评

］

本文的亮成是结构清晰 、思维严密。 用简

结的语會概述了材料 ， 并明确提出了观点八
‘

诚

然
”

段在文 中起嘗承上启卞的作用 ， 接着多角

度展开论述 ｒ最后回扣中心论点， 疋如朱光潜

先生所说 ： 个艺术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 ，

必须是广件翁歲 ：命的东酋《 奢？命的＊西第—

须有头有尾有中段 ，第 犛头尾和中段各在必

然的位置 ， 第与鋒有
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 ，某

一鄯分受影响虞他部分不能麻木不仁＃

好的阵鑛＆如此 ，

一篇好的文拿拿馬也座：
如

此ａ
”

小作者从增加技能 、孝富生括 、保护生命

Ｍ方面平行展开 ，语言流畅 、说理充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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