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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E5_90_8D_

E5_B8_88_E7_82_B9_E6_c65_106265.htm “加大试题的思维含

量、考查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将是今后高考作文试题

命题的发展趋势。”这是近日由省教育考试院“高考质量评

价课题组”编写的《高考湖北卷试题分析与评价》中的一段

话，那么，对于高三学生，在这半年的冲刺时间里，如何提

高思维能力，并且在作文中充分体现出来，从事高考作文研

究多年的黄德灿专家提出了建议。缺乏思辨性是高考作文的

通病 黄德灿说，对一个问题的分析，考生只看到表面现象就

断然下结论，不去分析事物内部的因果联系，只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使得所写文章的立意停留在“是什么”上

，忽视在“为什么”上的深入开掘，缺乏思辨性。这是一般

考场作文的通病。 提高文章思辨力的三个步骤 黄德灿说，对

于议论文，考生不妨从以下三个步骤去提高文章的思辨色彩

： ①由此及彼想开去。读完命题，考生不妨想一想，现实生

活中有哪些事例与命题提到的事实有相似之处，若能快速准

确地举出两三个典型事例，第一步就做好了。当然，为了避

免形似而神不似，我们可以把话题材料的内容(或命题内容要

点)进行分解，若各小点对应相似，整体必然神合。考生要注

意的是，不应站在单一角度选择同类材料。多角度联想，扩

充材料的涵盖面，为揭示问题实质作好量的准备。 ②透过表

面看实质。有些考生在文章中列举很多材料，但只下一个结

论，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分析。这里的分析是指要注意事

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探求事物内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判断一篇文章的逻辑性，往往是看作者的因果分析是否能

使人折服，分析是否揭示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事物的发

展趋势有一定的预测性。 ③多问一个为什么。写作时，当考

生得出某个结论时，不妨再想一下，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

那么问题分析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也就显示了深刻透

彻的文章特点。 如果写的是记叙文，考生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以形象显示。虽然记叙的是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但是文章

要思考这件小事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意义是什么，主旨能引

起读者怎样的思考。总之，记叙文无非是通过形象化的描写

，生动地展示产生某个结果的各种原因。文章最好有画龙点

睛的文字，或有意味深长的暗示语言，以揭示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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