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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优绩主义为何引发反感

一、热点概述

优绩主义由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提出，主张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基于个人的才能、努力和成

就来决定，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人们通过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应获得相应的奖励。这一理论在现代

社会中被广泛认同，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支持方观点：优绩主义能够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

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领域，它可以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在工作领域，它可以选

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反对方观点：优绩主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分裂。成功

者往往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而忘记了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

人，从而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对立。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职场竞争的极端化：优绩主义使职场将“成功”定义为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导致职场出现

“内卷”与“躺平”两种极端现象。如一些职场人为升职加薪拼命加班，一旦努力未获预期回报，便急

功近利、自暴自弃，像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者，面临高强度工作与激烈竞争，身心俱疲，产生职

业倦怠感。

教育评价的单一化：在教育领域，优绩主义将分数作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唯一指标，忽略了学生的多

元闪光点。如许多高校在招生和评价学生时，过于看重高考成绩或绩点，导致学生为提高分数，过度追

求应试技巧，忽视综合素质培养，造成“高分低能”现象，一些有艺术、体育等特长的学生，因分数不

高而被高校拒之门外。

社会阶层的对立化：在社交领域，一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凭借自身成就嘲讽不如自己的人，

制造群体对立。如某知名主播指责网友工资不涨是因不努力工作，引发网友不满；“北大毕业卖猪肉”

也曾被群嘲，这种“精英贬低大众”的傲慢，加剧了社会撕裂，使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2.道理论证：

成功标准的片面性：优绩主义以社会地位和财富定义成功，不符合当代年轻人多元的价值追求。如

樊锦诗将一生献给敦煌文物事业，其贡献无法用金钱衡量；而一些流量网红虽日进斗金，却未创造多少

社会价值。此外，成功不仅包括学业和事业成功，平安健康地生活、实现个人目标也是成功，优绩主义

的单一成功标准忽视了人生的多样性。

成功因素的复杂性：优绩主义认为成功仅取决于能力和努力，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如家庭条件优

渥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信息获取等方面更具优势；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在音乐领域更容易成功；互联

网“大佬”抓住时代机遇成为行业佼佼者。这些都表明，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仅由能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2

力和努力决定。

能力评判的主观性：不存在绝对客观理性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能力”，能力在不同阶段、领域

和角色中需求不同。如名校学历并不一定能转化为职场成就，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岗位表现不佳，但在另

一岗位却能创造佳绩。这说明“能力+努力=成功”的优绩主义公式并非绝对成立，单一的能力评判标准

难以准确衡量一个人的真实价值。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优绩主义由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提出，主张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基于个人的才能、努

力和成就来决定，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人们通过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应获得相应的奖励。近年

来，优绩主义在社会中引起了诸多讨论，且有不少人对其表示反感。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当今社会，优绩主义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它主张依据个人才能、努力和成就来分

配社会与经济奖赏，在看似公平的机会平等框架下，让成绩优异者收获相应回报。然而，近年来不少人

对其表示反感，这背后实则隐藏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深远的影响。

第二步——危害：

优绩主义的危害不容小觑。

一方面，它过度强调个人成就，容易导致社会竞争压力的急剧攀升。人们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往往陷入无尽的“内卷”，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挑战。例如，许多学生为了考入顶尖学府，日夜苦读，背

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优绩主义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那些因各种客观原因（如家庭背景差异、地域教育

资源不均衡等）未能在竞争中取胜的群体，可能会被边缘化，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长此以往，社会的凝聚力与和谐性将被严重削弱。

第三步——原因分析：

深入探究，人们反感优绩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现实层面来看，所谓的机会平等在很多时候难以真正实现。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孩子能够获得更

多优质的教育资源、人脉拓展机会以及职业发展的助力，而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则先天处于劣势，这种

起点的不公平使得优绩主义的竞争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从价值观角度而言，过度聚焦个人成就会淡化社会责任与集体意识。当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功绩”

与回报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会逐渐减少，社会的温情与互助精神将被侵

蚀。

第四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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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化解优绩主义带来的困境，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

第五步——对策：

第一，应大力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化配置。通过政策扶持、师资交流等方式，缩小城乡、区域以及

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为每个孩子提供真正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让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

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那些在竞争中失利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再

培训、再就业的机会与支持，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避免其陷入贫困与无助的深渊。

第三，积极弘扬互助合作的价值观。鼓励人们在追求个人成就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与对他人的关

爱，营造一个多元包容、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优绩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个人努力与才能的尊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潜

在的危害与引发反感的根源。通过以上办法，相信我们能够对优绩主义进行合理的引导与修正，构建一

个更加公平、和谐且充满活力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感，共同推动社会向

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