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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4_BD_9C_E6_c65_106483.htm 众所周知，近几年高

考出现的话题作文有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大淡化了审题。

无论是命题作文还是一度盛行的供材料作文，都对考生的审

题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考生一旦审题失误，则全盘皆输。纵

使所写作文文采飞扬、构思独特，也必被打入“冷宫”。话

题作文则淡化了审题。试题中一般没有那种弯弯绕、别别窍

的迷惑、干扰因素，题意一般都是显豁的、直露的；而且，

试题只规定写作范围而不规定具体内容，考生写什么东西，

表达什么样的思想，一般不受什么限制，只要符合话题就行

。这样，大多数考生再也不必为吃不透题意而焦急。审题难

度的降低，目的是给考生搭建一个施展写作才华的舞台。 但

是，话又说回来，淡化审题不等于不要审题，并不意味着写

作时可以天马行空。事实上，这几年来，还是有不少考生在

审题上出了差错。我们应该有一种意识，任何类型、模式的

作文，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审题这一关，我们应该主动地带上

无形的“镣铐”，再去“跳舞”。 话题作文上的审题，主要

在四个方面进行仔细的推敲： 一、推敲材料来源

：www.examda.com 材料是引出话题的由头，这就意味着材料

与话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审题时就不能不仔细推敲材料

。读材料时不能匆匆“扫描”，应该一个字一个词地在心中

默读清楚，抓住材料的中心意思。尤其要抓住材料中的关键

词句，因为关键词句往往就是命题者下达指令的最主要载体

，抓住了它，审题就有了依托。 如2001年高考作文题的话题



材料是一个寓言故事。故事中的青年在人生路上必须有所取

舍时，将“诚信”抛掉了。对于人生来说，诚信不仅是一种

美德，更是做人的根本，怎么可以抛弃呢？尽管这个故事并

没有结论，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是很清楚的：诚信不可抛。要

按这个道理立意，才切合材料的寓意，切合命题者的用意

。2004年高考江苏卷作文的材料是：水有水的性格灵动，山

有山的性情沉稳。水的灵动给人以聪慧，山的沉稳给人以敦

厚。然而，灵动的海水却常年保持着一色的蔚蓝，沉稳的大

山却在四季中变化出不同的色彩。这个材料告诉人们，事物

具有多面性，应全面地看问题；事物处在动与不动的对立统

一之中，不能静止地看问题；事物往往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

性，应保持并张扬个性。读懂了材料，明白了这样的中心，

写作时才不至于走题。如果选择写议论文，在分析材料和话

题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应果断地确立主旨，然

后围绕这一中心，摆事实、讲道理。如果选择写记叙文，就

可以确立“灵动”“沉稳”“张扬个性”等中心思想，然后

通过叙写故事、观照景物、回顾历史等手法，引出文章的中

心。也可以写成杂感之类，漫谈“动”与“不动”的辨证关

系，抒写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全国卷作文的材料是：一个富

人去请教一位哲学家，为什么自己有钱以后很多人不喜欢他

了。哲学家将他带到窗前，说：“向外看，你看到了什么?”

富人说：“我看到外面有很多人。”哲学家又将他带到镜子

前，问：“现在你又看到了什么?”富人回答：“我自己。”

哲学家一笑，说：“窗子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区别只在于

镜子多了一层薄薄的白银。但就是因为这一点银子，便叫你

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了。”很显然，哲学家的最后一句



话是理解材料的关键句子，好好揣摩它，才可能对材料有个

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二、推敲“提示” 这几年话题作文，都

有一段提示性的文字，它往往在材料的后面、“话题”的前

面。考生一定要注意这些提示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并加以巧

妙地利用。利用好这些提示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理解

话题，从而写出切合题意的作文来。 如2000年高考作文，在

引出“话题”之前，有这样一段提示：的确，世界是千变万

化的，疑问是层出不穷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在生活中，

对问题的看法、对问题的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

的答案不止一个的事例很多，你有这样的经历、体验、见闻

和认识吗？这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如，它提示了“答案是

丰富多彩的”这个命题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如果

要写成议论文的话，这个提示中的有关内容就可以成为文章

的分论点。为什么“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因为“世界是千

变万化的”(客观原因)，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对问题的理

解、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主观原因)。在一篇800字左右的

文章里，有这样两个分论点，完全能够把道理说得比较透彻

了。再如，这个“提示”实际上还告诉我们，写关于这方面

的“经历、体验、见闻和认识”都是符合题意的。 三、推敲

“话题” 话题作文，总要提供给考生一个话题，我们首先要

吃准这一“话题”的含义。一般说来，“话题”中总会出现

一两个对理解题意有重要影响的字词，把握住这些关键字词

，也就掌握了准确理解题意的钥匙；反之，就会造成审题上

的失误。 如1999年高考试题，要求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为话题写一篇作文，这个话题中的“移植”、“记忆”

等词语是需要我们认真琢磨的。在当年的高考中，就有不少



考生将“移植”与“恢复”混为一谈，将“记忆”与“身份

”“地位”“品格”“相貌”等瞎牵扯起来。2000年高考题

，有不少考生对“诚信”一词理解出现了偏差。有的把“诚

”理解为“诚恳”，把“信”理解为“自信”、“信仰”，

这就搞错了。“诚信”一词只能理解为“诚实守信”。另一

些考生把“诚信”理解为“忠诚”、“信任”，虽未出大错

，但也只能视为勉强切合题意。2002年高考作文题“心灵的

选择”，是一个偏正短语，定语“心灵”缩小了“选择”的

外延，丰富深化了“选择”的内涵，“心灵”的内涵是指内

心、精神、思想等，故“心灵的选择”实际上是指“内心、

精神、思想上的选择”，排除了物质上的选择，同时要写出

人物内心灵魂的大碰撞。2003年高考作文话题“感情亲疏和

对事物的认知”明明是关系型的题目，但是就有相当多的考

生在写作时，撂下“对事物的认知”，仅紧揪着“感情亲疏

”，大谈特谈什么“与邻为善”“好心得好报”。2004年高

考全国卷(山东等地用)话题“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

、全国卷(吉林等地用)话题“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全国

卷(广西等地用)话题“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全国

卷(宁夏等地用)话题“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浙江卷话题

“人文素养与发展”、重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