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助人为乐” 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在
积极践行着这一美德。 但不知从何时起，

“老人摔倒扶不扶”成为了一个令人纠结的
问题。有人说：“扶，不敢；不扶，不忍”。一些
因助人为乐而惹祸上身的例子让传统美德
陷入一种莫名的尴尬。

不久前， 一则“三小孩扶起摔倒老太
婆，反被诬陷索赔”的新闻在网上被越传越
广， 人们心中本来就少的信任感越发岌岌
可危。 近日，针对 139010人进行的一项网
络调查显示，20.2%的受访者承认在自己身
边有过老人倒地而得不到帮助的事情发
生，84.9%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就存在“扶老
人”的道德焦虑，扶不扶老人很纠结。那么，
我们是否要收起我们的爱心， 对需要帮助
的人视而不见， 并且提醒其他人小心提防
可能的陷阱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去对待它。 首
先，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支流与主流，不能
让“善行被讹诈”一叶障目，也不能让“社会
道德滑坡”谬论污染公众心理、伤害社会道
德良心。 我们观察、 分析任何问题都看主
流、看大方向。 要清醒的看到，这样的老人、
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是极端个案。 助人为乐，
解危济困，仍然是现实社会的主流。 比如上
海滩有名的“厨神”戴行舟夫妇，几十年如
一日将退休金和“捡破烂”所得捐出，感动
了无数人。 而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摔倒的
老人， 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站出来伸出援
手，用爱心善举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我们
不能因为畏惧诬陷而道德冷漠，也不能因
为一小部分“坑雷锋”的现象，而不敢去当

“活雷锋”。
其次， 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价值取

向，让“好人好报”落地生根，推动良好社会

道德风尚的形成。 舆论影响着公众对社会现
象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 对好人事迹的宣
传，本身就是回报好人的一种形式。 大张旗
鼓地宣传好人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营造
善行善举有善报的舆论环境，才能让道德标
杆树得更直， 更有效地引导人们关注好人、
理解好人、学习好人、回报好人。 我们欣喜地
看到， 当今中国，“最美教师”、“最美司机”、

“最美医生”、“最美清洁工” 等好人纷纷涌
现，在“好人”的宣传工作中各类媒体也正
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营造出了健康的舆论
氛围。

最后，要用法治激励善举，用制度守护
良知，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长效机制。
德以劝善，法以诛恶。 要使道德教育由软变
硬、由虚变实，需要有一套健全的法律规章
制度来规范和保障。 法律是道德规范和社会
文明的风向标，要把道德观念渗透到社会管
理之中，把道德规范体现到法律法规的制定
中， 并通过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的严格执
行，使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自
觉。 惟有如此，人们从善的信心才能得到提
升，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才能坚实稳固。

岳阳市云溪区一中高三 300 班 刘晗

考场上能写出精彩的作文，是语文考试
取得理想成绩的关键。高考要想写出精彩的
作文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一、突破应试作文的写作模式
在阅卷场上， 由于每天的阅卷量很大，

因此，对于千篇一律的文章很容易产生厌恶
的情绪，尤其是带有模式化的应试作文。 当
然，什么是模式化的应试作文，也没有统一
的说法，但是，就湖南高考前几年命题作文

“谈意气”和“诗意地生活”来说，当时有很多
结构明晰的五段论式得了高分，这种五段论
式的特点大致是开头立论点题，中间三个分
论点成为三段，结尾一段。 虽然这种五段论
式，在当时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文，但后来
出现了很多学生只模仿这种格式，而在内容
上漏洞百出， 有的没有明确的中心论点，有
的三个分论点不恰当， 无法论证中心论点，
有的分论点程式化，毫无新意，有的事实论
据缺乏，等等。 要改变这种生搬硬套的写作
模式， 学生在平时作文训练及考试作文时，
一定要避免受僵化的写作模式的影响，不能
在写作形式和写作内容上做思考的懒汉。要
根据试题的要求，认真思索，敢于在内容和
形式上创新， 写出即兴构思的好文章来，否
则，只能得中等偏下的分，甚至低得可怜的
分。

二、深思精写不断超越自我
突破应试作文的写作模式。 只能保证不

得低分，但是，并不一定就能够得到比较满意
的作文分数。近几年湖南高考都是材料作文，
要想在考场上写出好的作文， 一定不要怕进
行艰苦的脑力劳动。 首先作文的立意要先求
准确，后求新颖，稳中求新；然后是对同一问
题进行脑力搜索，扫描自己既往的写作亮点，
包括近几年自已所写过的名言，在此基础上，
再认真进行写作，一般情况下，就能够写出超
越自我的好文章。总之，要写出精彩的考场作
文关键在于深思，其次才是精写，如果一下笔
就汩汩滔滔洋洋洒洒，缺乏对表达的把握，语
句不精练，文章自然就笔力不集中，错别字和
病句自然也会相应增多， 这样的文章是难以
获得高分的。 因此，只有深思考和精要表达，
写出来的才是精练的和精彩的。

三、深入思考写出个性
无论是备考还是考场写作， 都应该深入

思考， 书写出自已独特的个性。 鼓励个性发
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对过去应式教育抹
杀个性批判之后所最期望出现的内容。这里，
首先是去掉人云亦云的毛病， 要写出自已所
感自已所悟的内容， 不要被别人的思想牵着
走。其次，要保持和发展自已写作中所特有的
长处，不要猜测和为迎合阅卷老师的口味，就

把自已的好的写作习惯、表达特色甚至写作风
格给丢了。当然，学生自已的写作个性是什么，
也需要有反省认识：是思考的角度，是擅长议
论，是喜欢使用滴水不漏的多重复句，是喜欢
抒情性的散文笔法， 还是信手拈来诗词典故。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自然自如，不能生硬
做作，有意做秀。 写作个性是文章中水乳交融
恰到好处，并被多次的写作实践所证实的得意
之处的体现。再补充一点，内容上要反复思考，
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不断求深。 当然，这里所
说的深应该是比较透彻的首先能够说服自已
的，其次还包括能够浅出，使人能够一下子明
白问题的要害所在。

四、务必减少过失扣分
以上说的是如何写好文章，多得高分的问

题，其次，在写作中还有一个减少乃至杜绝过
失性扣分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是小菜
一碟不值一谈，届时稍加注意就行了。 其实问
题远不是这么简单，这涉及到一个人是否具有
良好的思维品质和严谨的写作习惯的问题，而
决不要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错误观念来
误导学生。 消灭过失性失分，包括彻底消灭错
别字、 一段文字甚至一篇文章一逗到底或一
点到底、 缺乏基本的标点符号行款格式的正
确书写、文面紊乱肮脏、写了又划掉重来（思
考不慎，不能下笔成文），等等。 此外还包括考
场写作的特定要求，如，不得少于多少字，不
得暴露自已的真实身份等， 以及该道试题的
特殊要求等。

总之，要想在考场写出好的作文，拿到高
分，以上四点建议可以起到指导作用。

高考作文备考指导
石门县一中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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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橘子树的故事
长沙市一中高 2011级 18班 易皓宇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个人素质的要
求也全面提高， 当代高中生因心理健
康因素而引发的各类问题日益浮现出
来， 因为高中生正处于心理上的断乳
期， 尤其他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逐渐
增大， 加上年龄阶段所具有的不平衡
性、动荡性、自主性、前瞻性、闭锁性和
社会性等特点，往往容易冲动，且波动
性较大，但在克服困难中毅力不够，虽
坚强、勇敢，但也表现出执拗与蛮干，
一旦得不到认可，怕遭受嘲笑、打击，
就退而求其次，封闭自我，心中无他，
不愿与其他人过多交流， 甚至常表现
出偏激与叛逆情绪， 如果不搞清楚心
理因果，利害关系，就可能愈演愈烈，
那么怎么才能走出内向，健康成长呢？

一、提高认识，正确看待自身个
性特点

所谓内向者， 表面看上去很拘谨，
很闭锁，其心理愿望却很强烈，他常处
于一种孤独寂莫的状态之中， 但人的
社会属性又使其希望被他人接纳，肯
定、尊重、赞赏，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与交融， 所以这种性格的形成不是
一朝一夕所形成的， 而是通过长期的
认知活动，价值观影响而成的，其实性
格各种特点，不存在好坏之分。只是人
们长期定论把内向视为不良性格，其
实这是一种错误看法， 许多内向者能
更冷静地观察与思考， 更善于体察他
人的心事，无需过多的应酬，反而使他
有更多时间学习， 较少受流行观念的
影响而具有较高的创造性， 所交朋友
精而牢靠， 拥有此种性格而成功的人
事不胜枚举，法国医生生性腼腆，性格内向，特别不好
意思把脸埋于女性患者胸部听诊，遂发明用竹筒子听
诊，经过改进，成为了今天广泛使用的听诊器。所以并
不能说内向就阻碍我们的成功，而加以鄙视，从此一
蹶不振，相反要正确认识妥善对待，深入分析，内向者
并不是不善言谈，内向只是一种表象，在其背后掩盖
的实质，是他们缺乏自信、勇气不足，脸皮太薄等问
题，真正的核心是认知不够，过于自卑，作为高中生总
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只要能正确认识，
一定能随时解开心中的枷锁。

二、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竞争意识
现今高中生，大多是家中娇子，心理脆弱，逃避困

难，怕苦怕累，是他们的通病，挫折教育在他们身上严
重不够，而他们身边又往往不乏优秀人才，如何让这
些温室苗圃不孤僻，不自卑呢？ 我认为最直接有效的
办法就是勇于面对，接受挑战。 达尔文说过“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高中阶段学习知识密度大，难度高，进
度快，必须要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掌握方法，才能适
应要求，他们对择友也有了自己的标准，时常跨越性
别寻找朋友，对于老师、父母的职业也有更为主观的
态度，所以家庭变故，交友失败，成绩欠佳等等，可能
任意一项受挫，就能使他造成心理障碍，继而影响他
的学习与生活。 我认为作为一名高中生，许多事情还
不能过早决断主宰，而自己的学习、态度自己应该是
可以操控的。 笨鸟可以先飞，勤也能补拙，用成绩说
话，用分数改变命运，用艰忍来面对眼前的困境，有挑
灯夜读的，有背着残疾父亲上学的，有一天啃三顿馒
头读书的……后来他们都实现了心中的愿望， 成功
了。

三、整合社会元素，培养综合能力，释放自身潜力
作为一名高中生，自身必须要当学会加强自我心

理调节，然而在必要时候，也可寻求社会帮助，同学、
朋友、家人、老师等。 发现心理异常，也可到学校或医
院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听取他们的建议，他们会依
据高中生心理特点， 有针对性地讲授心理健康知识，
帮助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素质，增强心理调
适能力和社会生活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养
成科学的生活方式，每天有规律的学习、锻炼、休息、合
理用脑，避免过度用脑而引起神经衰弱，也可以通过参
加各种课余活动，发展社会交往，缓解紧张，振奋精神，
发挥潜能， 维护身心健康， 并把所学知识与自己的需
要、愿望、目标和行为统一起来，“以天下为己任”，从而
产生强大的内驱力，高中生是社会的生力军，国家需要
一大批从事高端科技人才， 而适度内向并不气馁的那
些人更具有执着精神，存在更大的潜力，许多成功人士
都承认自己年轻时曾经内向过。

总之，内向并不可怕，只要正确地认识，适度地引
导，克服自卑，积极生活，拥有健康的心理，就一定能
够拥有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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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一路颠簸在泥泞的小路上， 窗外
飘着雨，空气阴冷而湿润，带着只有农村的
泥土才有的味道有一阵没一阵钻进我的鼻
孔，好让我不要那么快的昏睡过去。

这是清明时节一个普通的早晨， 我来
祭拜我的爷爷。

车子行进的极为缓慢， 我看着路旁的
草木，刚刚淋过雨，湿湿的又滑溜溜，我喜
欢它们。 直到我终于看到那个爬满绿蔓的
铁门，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想要去见见我的
“老朋友”了。

它是爷爷生前种下的橘树， 就傍着院
子的空地。 那时我还只有六岁，放假了就回
乡下与爷爷小住。 我见到它时它已然长成
了一棵小树，枝干笔直，却很瘦弱，孤零零
的几根枝桠上生出少得可怜的叶子在风中
显得萧索而孤独。 我问爷爷那树有没有名
字， 爷爷笑了摸摸我的头说：“这孩子跟你
同名可好？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既然树跟我姓了，我就得对它负责。 于
是照顾它成了我的本职。 然而这种规律的
生活并未持续多久， 很快一场无情的大雨
打碎了我的梦。 那棵小树没能经受住风雨
的考验，树干从中间折断，几根枝桠斜斜地

躺在地上，看起来很痛苦。 那一天我都十分
沉默，没有了往日的俏皮活泼。 爷爷把我拉
到屋里谈心。 我听爸爸说爷爷是地主家庭
孩子， 从小没干过什么重活的他却在土改
后不得不拿起农具支撑起家庭。 好在他的
勤劳，生活趋于富裕和稳定，儿女也接连成
家立业，生活好像步入正轨了，然而奶奶因
病而突然离世后， 这个安静的小院里就只
剩下爷爷一人固执地守护。 那天晚上，爷爷
给我讲了许多许多的事，我已全然不记得。
只依稀有一个影子———我在爷爷怀抱里沉
沉睡去的影子。

年岁渐长，课业繁重，我已不大回去看
他。 最后一次见他是四年前，在医院的病床
前，他形容枯槁。见到我，那张瘦得不成形的
脸上扯开了一丝笑容……后来，在葬礼上，
周围的人都失声大哭，只有我格外冷静，凝
视着他的遗像， 回忆像树根一样深深扎根

于我的大脑皮层，我陷入了沉思……
又是一次剧烈的颠簸， 思绪被牵回，妈

妈招呼我该下车了。我下车缓步走进那个记
忆中的小院，还是原来的样子。 然而我却惊
讶的发现那棵橘子树已经枝繁叶茂，它的身
旁还立着几棵橘树。 现在它不孤独了，它有
的只有温暖、陪伴；现在的它，也不脆弱了，
它可以独自面对那样的风雨了。

忽然想起四年前，病床上的爷爷说：“爷
爷有一份礼物送给你，遇到难过的事情不要
哭鼻子， 要善待生活给你的每一个磨炼；渡
过了那就不可怕了，遇到再大的打击也要坚
强面对，你会发现啊，你可以做得很好的，你
会发现啊，自己变得勇敢了……”

我走到橘子树旁，拥抱它，感受着树干
错杂的纹路。 风雨过后才坚强，这是您想告
诉我的吗？ 雨过天晴了，我望向阳光射来的
方向，静静的，笑了。

莫让“助人为乐”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