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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文的第一步，而且是文章成败的关键性的一步。文章的

立意就是在审题的过程中确定的。审题的具体任务，就是通

过对作文题目的思考和分析，了解命题者的意图，弄清写作

对象、范围和重点，明确立意，并确定文章的体裁。快速作

文要求在一两分钟之内完成审题任务，确定文章立意，不但

要求对作文题目把握得准，而且要求速度快捷，不能磨磨 蹭

蹭、慢条斯理地去分析和揣摩。下面介绍几种快速审题雄基

本方法。 非快速作文审题时，对作文题目的命题意图、写作

对象、选材范围、中心表达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分步进行分析

、推敲，快速作文的审题不能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同步审 

视法要求对题旨、题材、中心、重点、体裁等做同步审视，

也就是说，一览无余，同步完成，不再按部就班，逐条揣摩

。这好比盖图章，一般人签名是一笔一画地写， 而盖图章则

只要往纸上按一下就行了，很显然，盖图章比一笔一画地写

要快得多。一个神枪手在向目标开火时，不象一般射手那样

，第一步托枪，第二步瞄准，第三步开火。他的瞄准和扣扳

机 动作也几乎是同步完成的。运用同步审视法审题，也是这

样。来源：www.examda.com 同步审视法要求简化审题程序，

采用扫描的办法，对题 目瞥一眼，立即就能决定写什么，表

达什么主题。比如写《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趣事》这个题目

，按常规审题的程序是： ①这道题写作的对象是：事。来源

：www.examda.com ②这道题写作的范围是：一件事。来源



：www.examda.com ③这道题取材的范围是：身边的事。来源

：www.examda.com ④这道题题旨的中心是：有趣的事。来源

：www.examda.com ⑤这道题的文章体裁是：记叙文。来源

：www.examda.com 通过以上程序的思考和分析，然后再归纳

总结，得出结论：用记叙文的形式，写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

的有趣的事情。 但审题还没有完结，还必须继续思考第七个

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有趣的事？所谓“有趣的事”，就是

指能给人以新鲜感的事，也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事。这 样的

事，一般说来有点出人意料之外，情节比较曲折，甚至有点

富于戏剧性。但是光有有趣还不行，还必须有意义，能给人

以启迪和教育。分析到这里，审题的过程才算完成，最后的

结论是：用记叙文 的形式，写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们喜

闻乐见的而又有意义的事。这样的审题方法，虽然对题目把

握得比较准，但是程序太繁琐，费时太多，不符合“快速”

的要求。 同步审视法只要瞥一眼《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有趣

的》这个题目，瞬间就能做出判断：写一件新鲜的人们喜闻

乐见的有意义的事。为什么同步审视法能迅速对题旨做出判

断呢？关键的问题是使用扫描法，简化了思维程序，省去了

繁杂的分析过程 .因为“身边的”、 “有趣的”、“一件”

、“事”等因素，在题目中都有明显的标志，可以一览无余

，不必再按部就班去思考和分析。既然是写“一件事”，体

裁当然是记叙文，这个问题也无须考虑，写任何文章都要注

意社会效益，因此所写的事情不但要求有趣，还必须有意义

。这样，把七个思维程序简化为一个，只要抓住一个“趣”

字稍加分析，就完成了审题任务。 同步审视法的另一个要领

是高屋建瓴。只有居高临下，才能一览无余。有些作文题，



表意层次比较复杂，如果逐条推敲，必定费时间。这时只要

抓住关键的一步进行思考，其它各步也就完成了。比如写《

改革之风吹进了校园》这个题目，运用同步审视法审题，看

到题目，立即就能明确题旨：写学校的改革新事．把眼光集

中到“改革之风”的“风”字上，稍加思考，就知道“风”

即事，明确了“改革之风”就是“改革之事”，那么题目的

题旨、题材、中心 、体裁等问题都在瞬间解决了，所有审题

应该完成的任务，都已在思考“风”的同时一览无余，同步

完成。这样审题所需的时间短，而对题目也把握得准，从而

达到了“快速”的要求。 2.化简因素法 对于多因素的作文题

，可以使用化简因素法审题，化复杂因素为简单因素，化多

因素为单一因素。这样，用极短的时间就能明确题旨，解决

写什么的问题，从而达到快速审碉 的目的。 所谓作文题目的

因素，就是指文题提供的已知条件，也就是审题的出发点。

比如《理想和梦想》这个题目就包括了“理想”和“梦想”

两个因素。而《树木森林气候》这个 题目就包括了“树木”

、“森林”和“气候”三个因素。《生活的苦涩与甜美》（

台湾省1981年大学联考作文题），这个题目包括了“生活”

、“苦涩”和“甜美”三个因素。审题必须从题目的因素出

发进行思考和分析，文题的因素多，思考的头绪 也就多，审

题的时间也必然花得多，要快速审题，对多因素的题目必须

先行化简，使之成为最简因素文题。 化简因素法有两个要领

，一是合并同类因素，二是去掉无效因素。现以1990年的高

考作文题为例，说明在审题过程 中怎样具体运用化简因素法

。 1990年高考作文题 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不多久，

其中一个小 姑娘跑来对母亲说： “妈妈，这里是个坏地方！



” “为什么呢，我的孩子？” “因为这里的每朵花下面都有

刺。” 不一会儿，另一个小姑娘跑来对母亲说： “妈妈，这

里是个好地方！” “为什么，我的孩子？” “因为这里的每

丛刺上面都有花。” 听了两个孩子的话，望着那个被刺破指

头的孩子，母亲陷入了沉思。 根据所提拱的材料，请你就第

一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生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展开议论。不少于600宇。 这是一道给材料的作文题，包含了

六个因素：①母亲，②第一个小姑娘，③第二个小姑娘，④

玫瑰园，⑤玫瑰花，⑥玫瑰刺。运用化简因素法来审视这道

题目，第一步去掉无效因素①③，因为题目只要求就第一个

小姑娘的说法展开议论，“母亲”和“第二个小姑娘”可以

去掉，不 加考虑。第二步合并同类因素④⑤⑥，玫瑰刺长在

玫瑰花下，玫瑰花长在玫瑰园，所以因素⑤和⑥都可以合并

到④里。这样六个因素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因素，即第一个小

姑娘和玫瑰园。于是审题的目光只需注意一个问题：第一个

小姑娘对玫瑰园的看法是否正确？小姑娘因为看到玫瑰花下

面有刺，就认为玫瑰园不是个好地方，显而易见，这种观点

是片面的。这道材料作文题的题旨就在于此：告诉人们必须

用全面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这就是文章的最佳立意

。找到了文章的最佳立意，拟题和选材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了。这样，很快就完成了审 题任务。很多考生的作文之所有

失误，就在于没有找到文章的最佳立意，也就是说，没有过

好审题关。 运用化简因素法审题，有时要全部舍弃题目中已

有的因素，而去寻找新的因素。一些用联合结构的形式表达

的作文题，往往是这样。比如《成功与失败》、《四化与文

化》、《父与子》、《师生之间》等等都是这样。这些题目



中都有两个 因素，但已有的两个因素都不是写作的重点，写

作的重点在沟通两个因素的新因素上。懂得了这个道理，审

题时就不会对已知因素逐一揣摩，只需找到两个因素的内在

联系点（新 因素），审题的任务就完成了。比如写《师生之

间》这个题目审题时就不会分别在“老师”和“学生”这两

个因素上动脑筋了，只要写出一种新型关系就行了，老师和

学生互相关心，互相帮 助，互相学习，民主平等，教学相长

等等，随便写哪个方面都可以。找到文题蕴含的内在因秉，

审题任务即算完成，不必再在其他方面浪费脑细胞和时间。

这样，审题的速度也就快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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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