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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实感 知识要点： 1、写作文时，应做到说真话、诉真情

。 2、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

体验。 3、感情的倾诉要适当节制，但不要有范围的限制。 

考试说明： 1、中考作文如何表达真情实感 真情实感是作文

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胡编乱造，弄虚作假，这是作文的

大忌。在2001年各省市的中考作文试题中，直接写明要求有

真情实感的就有很多，有的虽然在提示中没有写明，但在评

分标准中非常强调。从作文教学的发展趋势看，对作文的真

情实感的要求必定会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记叙性作文。那么

，考场作文中如何才能表达真情实感呢？这里以2001年几篇

优秀中考作文为例来具体谈谈。 （1）述亲身经历 写作需要

生活，越是亲身经历过、体验过的生活，写在文章中往往就

越真实，越感动人。在构思过程中，我们要尽量从自己经历

的生活中筛选素材。作为中学生，生活经历也许并不算丰富

，但只要认真回忆和筛选，再进行适当的加工和组合，就一

定能找到具体的材料，写出充满真情实感的作文。《我发现

爸爸老了》是南通市的一篇优秀中考作文，作者写的就是自

己亲眼所见的情景：小时候，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呆在

家里，父亲将两条毛巾平铺在装满秧苗的筐上，用那根我熟

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扁担挑着我，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送走了

我的童年。当时的父亲，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在村里是数

一数二的壮汉子；如今，父亲原先那嘹亮清脆的号子声已失



去昔日的雄壮，隐约间还夹杂着几丝沙哑，原先油亮的黑发

现在已染上了霜色，原先红润的面庞在已渐渐变得土黄，原

先笔直的腰杆也略显弯曲⋯⋯由于都是亲眼所见，印象特别

深刻，写出来就有真情实感。 （2）多细节描写 真情实感离

不开生动的、典型的细节，细节的多少和真实与否，反映出

作者对生活的体验程度，也直接关系到文章的真情实感。如

果文章中都是些笼统的、概括的叙述，即使是亲身经历过的

，也往往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细节不细，这个“不细”，

就是指它的作用不小。《我喜欢童年的竹林》是荆州市的优

秀中考作文，之所以说它有真情实感，就是因为它有生动具

体的细节描写，如：伸出手，扶住竹竿使劲一摇，“哗啦”

一声，雪花“簌簌”地如天女散花般地飘落下来，洒到我的

脖子里，凉丝丝的，滋润我“咯咯”的笑声。又如：有时，

我们从家里偷出绳子，牢牢地拴在竹子上，做成秋千。摇啊

，荡啊，从秋千底下，摇出我心中的歌。这些细节，不但真

实，而且写得也富有诗意。 （3）明人事要素 具体和真实是

一对孪生兄弟，要使文章有真情实感，就必须写得具体。虽

不能说凡具体就一定真实，但一般而言，具体的叙述往往更

能让人信以为真。你简单地说某地发生一件抢劫案，听者不

一定会信，假如你有鼻子有眼睛地说，把抢劫的时间、地点

、受害人的单位或姓名及被抢劫的数量都说出来了，那别人

就会相信。在作文过程中，要尽量写清楚相关的人事要素。

人，主要是单位、姓名、年龄、相貌、性格等；事，主要是

起因、经过、结果等。《为自己喝彩》是泉州市的中考优秀

作文，第一段是这样的：我坐在座位上，手捧着《简?爱》，

心无旁骛。忽然不知谁传来消息：“明天要体检了！”体检



？我一愣，小心翼翼地探听：“测些什么？”同桌不以为然

地说：“身高、体重，这些都免不了呗。”啊，我心里发虚

，低头看看自己的“虎背熊腰”，想想矮矮的个儿，听着后

排那两个瘦如麻杆、身材苗条的女生半真半假对自己的身段

作着自我批评，真是欲哭无泪。这个开头，把什么人、正在

干什么、发生了什么、问些什么、想些什么等，都通过对话

介绍出来了。因而，给人真实的感觉。 （4）用生活语言 作

文是用语言记录生活。作文虽然要对生活进行加工和改造，

但必须力求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尽量有生活气息。用生活

语言，就是要正确和准确地反映生活，生活是怎样的就写成

怎样的，不要走样，不要变味。《我喜欢童年的竹林》一文

中用了不少拟声词，仔细体味，你就会发现用得非常准确，

如“哗哗”形容摇竹的声音；用“簌簌”形容雪花飘落的声

音；用“咯咯”表示我们童年快乐时的笑声；用“沙沙沙”

表示风吹竹林时的响声⋯⋯作者把生活中确实如此的声音准

确地搬进了文章之中，让人读后自然就觉得亲切感人。用生

活语言，还要特别注意人物语言，什么样的人物说什么样的

话，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语言结构和常用词汇，而老年人口中

一般就不会有这样的词。语言要符合人物身份，要根据人物

的身份、年龄、文化程度和性格特点等来写，尽量写出个性

。 （5）露潜在意识 潜在意识，也叫潜意识，指的是人的深

层意识，它与浅意识和表层意识相对，它是人最质朴、最本

质的心理活动。之所以称“潜”，是因为它隐藏于思维的底

层，不经意袒露出来。人类生活是自然界中最为复杂的现象

，有许多人，在许多场合想到的意思，往往不能说，不便说

，或者不该说，不敢说，有时是为了礼貌，有时是为了工作



需要，有时是为了自我保护，想到的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

潜意识。每一个人都有潜在意识，而且要比浅意识活跃和丰

富，但在作文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替代潜意识的

往往是那些与心相违的浅意识，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当然就

没有真情实感。因此，要想作文有真情实感，最好大胆一些

，充分展露自己的潜意识，心里是怎样想的，就怎样写。《

为自己喝彩》的后半部分有这样几句：晚上，我站在穿衣镜

前细细地端详自己。不！我不要这张苦大仇深的脸，我拥有

别人没有的优点，我上进、奋发、勇敢，知识填高了我，我

有什么好自卑的呢？这几句话，一般人是不会公开对人说的

，但作者把它写了出来。心里想的就是这样，写出来当然就

有了真情实感。 （6）拟相应情景 作文要尽量写自己经历过

的事，但有时，从自己的经历中找不到恰当的材料，有时，

必须对自己经历过的事作一定的加工和改造。换句话说，作

文中的事并不是自己完全或真正经历过的。这能不能给人真

情实感呢？应该说，虚构也能做到有真情实感，关键是要注

意这两点：一是这种事，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但现实生活中

必定会有，别人肯定经历过；二是要模拟相应生活情景，把

自己置于其中，仔细地想一想：假如我在那个时间、那个场

所，遇到那样的事会怎么样呢？如果写的是一位老年男子，

那么，就不妨借助自己的外公或爷爷，从他们平时的表现中

想一想：假如爷爷在遇到这种事时会怎么对待？如果所写的

是中年妇女，那不妨借助自己的母亲或邻居的大婶，根据母

亲等平时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想一想：她会怎样处理这

件事？模拟生活情景，转换人物角色，能使虚构的文章多一

点真情实感。 [121] 家庭给了我 要求：①每个人都有家庭，



家庭可以给你理解、支持、帮助；可以给你欢乐、烦恼，甚

至痛苦；长辈的爱，可以使你健康成长，也可能会束缚你的

发展⋯⋯请你选一件具体的事，写一篇记叙文。②先在横线

上把题目填写完整，再作文，如“家庭给了我快乐”。③要

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④600字以上。 导思：生活在这个美好

的世界上，人之所以觉得幸福，跟对社会稳定起着巨大作用

的家庭是分不开的。家庭是中学生成长的摇篮，家庭可以给

你理解和支持，也可能给你烦恼和痛苦；可使你健康成长，

也可能束缚你的发展⋯⋯打开记忆的大门，寻找给你影响深

刻的一件事，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写出来，给世人以启迪。 1

、文章开篇就迅速切题，行文要有波澜，突出重点，容易使

文章条理清晰（记叙可以运用倒叙），结尾可以表达自己的

内心感受，使主题升华。 2、 表达方式应以记叙为主，辅以

议论、描写。 3、 语言要做到简洁朴实，以情动人，不少

于600字。 [122] 今天你就将要初中毕业了。回首初中时代，

有多少令你难忘的“那一次”：那一次，你笑了；那一次，

你哭了；那一次，你真遗憾；那一次，你真尴尬⋯⋯正是经

历了这无数的“那一次”，你才懂得了生活的幸福，友情的

珍贵，奋进的艰辛及你肩负的责任⋯⋯真正领悟到了生活的

内涵，长大了，成熟了。请你从初中生活中选择一件事，以

“那一次，我 ”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并写出你的真情实感

。 要求：①在文题横线上填上恰当的词语，使文题完整。②

记事要内容具体，中心明确，详略得当；语言要简明、连贯

、通顺。③要有适当的议论和描写，议论要因事而发。④字

数600900，不足600字或超过900字，每50个字扣1分。⑤书写

要工整，标点要正确。 导思：这是一篇半命题作文。 1、审



题，体裁是记叙文，属于记事类的。题目是一个带有时间状

语的短句子。“那一次”限制了选材范围和写作角度，“一

次”决定选材只能选一件事，“那”决定只能选过去的事。

需要补充的部分则显示着文章的内容。 2、选材，具体选择

什么内容的材料，这由考生自己决定。以前经历的什么给你

的印象最深，对你的影响最大，就写什么事，这样就有话可

写。有真实感受，写来就自然亲切。 3、结构，写这篇文章

时，要合理安排结构。首先要点明题意，引起回忆。在叙事

时，要把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写清楚，写明白，写

完整。还要注意，在行文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你在题目中所

补充的词语来写，这样才能紧扣题目，突出中心。 4、能做

到以上这些，就基本合乎要求了。但如想取得更好的成绩，

语言生动、形象是必不可少的。在通顺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以

修饰，注意用词的贴切和句式的变化，恰当运用比喻、拟人

、夸张等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文采，是十分必要的，再加

上工整的字迹，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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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