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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8D_E9_AB_98_E8_c65_106513.htm 为了扎实有效地搞

好作文复习备考，我们就几种常考题型加以具体分析并给以

写作指导，希望考生能够从中获得启迪。 一、关系型话题作

文 关系型话题作文是近年考试的热点。2004年全国十五套考

题就有十套是考关系型话题，2005年全国十六套考题又有近

一半是关系型话题作文，今后几年还可能会考及。 写好关系

型话题作文要注意以下几点： 整体把握来源

：www.examda.com 首先对话题题干及对话题核心词的把握要

有整体意识，要分析出彼此间的紧密联系。比如面对多个核

心词的关系型话题作文，考生必须具有整体把握各个核心词

及其彼此关系的能力，丢掉任何一个核心词，或忽略了彼此

之间的关系，写出来的作文都难以切合题意，甚至偏离题意

。如2005年高考全国卷Ⅲ要求以“忘记与铭记”为话题写作

，有的考生只抓住了“忘记”一词，全文阐述了该忘记什么

，为什么要忘记等，其内容仅仅涉及了话题中的“忘记”一

词；有的考生只抓住“铭记”一词，大谈人类应该记住什么

，为什么要记住等。 其次对“关系”的把握要有统领主线，

要有能够统领全文的清晰鲜明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

首先找出这几个词语间的多种内在联系，并形成相应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筛选出一种自己最有把握阐述清楚的观点，围

绕这一观点回忆相关的人、事、景、物、理等多方面内容，

从中选出最贴切的内容作为统领所有核心词的主线，然后围

绕这一主线展开记叙或论述，写出来的文章才会切合题意。



还以“忘记与铭记”话题为例，“忘”是为了什么，“不忘

”又是为了什么，“忘”与“不忘”的相通点是什么，最终

归宿是否一致等，只有从深层次上把握了“忘记”与“铭记

”二者间的关系，才能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也只

有具备了这一点，才能使文章主旨鲜明，重点突出。 理性思

维 关系型话题作文对学生的理性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能力

要较高。而我们的考生在审题时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恰恰是

割裂了两者的联：在行文时大谈一点，却对另外一点置之不

理，以致造成偏题、离题。如2005年高考全国卷Ⅲ要求以“

忘记与铭记”话题写作，有的考生的观点如“痛崔是应该忘

记的，欢乐都是应该记住能”感情都是应该忘记的，理智才

是应永远铭记的“等都显得片面，缺乏辩证思想。还有的考

生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向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夸大地看待了会

的阴暗面，或重新对历史加以评判；与社会主流观点不符等

，在内容上显得偏激和片面。 关系型话题作文要突出二者关

系的同时，还应该有侧重，要分清楚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

方面，要善于敏锐地捕捉重点，敢于突出重点，做到两点论

与重点论的统一。如2004年高考全国卷话题作文“遭遇挫折

和放大痛苦”，审题时考生当然应准确把握两个词组间的关

系，但面对挫折，人们的选择有许多种，有人化解痛苦，有

人放大痛苦，有人则以平常心视之。选择不同，人生的境界

也大有高低。如果考生在审题时能以“遭遇挫折”为侧重点

，能够从如何对待挫折这个角度切入去行文，而不是流于表

面的在两者关系间泛泛而谈。那么文章将在深度和广度上得

到有力的拓展。 二、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一直是高考作文的重

要形式。从形式上看，命题作文一般没有明确具体的要求，



看似宽松而自由，实际上它要求更高，写作起来也更难。因

为其他作文在制定框框的同时，也往往或在审题上，或在立

意上，或在选材上给你提供可供选择的信息，给那些“无话

可说”“无东西可写”的考生开掘一下思路。命题作文则不

同。它没有限制，也就无从参考，需要“另起炉灶”，在上

述各方面动更大的脑子。 那么在考场上如何写好命题作文呢

？ 审文体 已规定文体的，按规定文体写作，如2005年北京卷

“说安”，要求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两种文体均可的，

选择自己擅长的、准备最充分的。近两年高考命题作文大多

要求为“除诗歌外文体不限”，那么，考生就要根据平时作

文得分情况考虑哪一种文体自己最拿手。比如2005年高考重

庆卷要求以“自嘲”为题写作，假如你擅长记叙，你不妨写

一个善于自嘲的人的幽默故事；假如你擅长议论，你不妨分

析评价鲁迅先生的自嘲本领，挖掘自嘲背后的无奈等。 未明

确规定文体的，要审其隐含信息。带有“论”“谈”“说”

一类字眼的，显然是议论文；带有“⋯⋯记”字眼的，显然

是记叙文体。同时还要看题目“最”适合哪种文体。有些题

目，虽未规定文体，但仔细分析，往往有“最佳文体”。如

《时间啊，时间》，写成记叙文或一般议论文都不够完美，

如果学习高尔基的《时钟》，写成散文化议论文，就可以取

得形象化的说理效果，而且还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

展开论述。又如2005年天津卷“留给明天”，这个文题当然

可以写成议论文，联系现实生活议论今天与明天的关系，提

出怎样才算真正地为明天着想，批评一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

上的短视。但最合适的文体莫过于记叙性的文章。不仅容易

写出文采，而且构思上容易写出个性。 审立意 命题作文的审



题，关键在于弄懂题目的含义。含义弄懂了，立意就有了方

向性，有了基础。首先要分析题目的字面含义。其次是分析

题目的语法结构，第三是分析把握题目中的关键词语，第四

是挖掘其言外之意。如“留给明天”，主语、宾语的空缺，

给了我们很大的联想、想象的空间。那么到底留什么给明天

呢？留下时间？留下想象？留下遗憾？还是留下理想？留下

和父母摩擦之后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道歉，清寒是青春

期莫名甜蜜而又惆怅的情愫？今天享受前人成果的我们。又

会给明天的子孙们留下什么呢？只要我们结合“留给明天”

这个题目的结构特点，填补上这个主语、宾语的空缺，就会

成功地化解这个大题、虚题，避免写得空泛、空洞。 又如辽

宁卷“今年花胜去年红”，在这个题目中。“胜”就是“胜

过”“超过”的意思，它实际上隐含着今天与昨天的对比。

暗示着今天对明天的展望，而一个“胜”字，很斩截地告诉

我们：世事在变化，时代在前进，无论暂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所以这篇文章应该写得蓬勃乐

观、积极向上，要肯定“今年花”的红艳度胜过去年。 立意

方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一要内容健康、充实

，积极向上，杜绝不健康的庸俗的观点，特别是那腐朽错误

的甚至是反动的观点。二要立意力求深刻新颖，同时，要处

理好时代特征与传统继承之间的关系，不能一味地求新求活

而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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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