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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写作题有两题供选择:一、我们是初升的太阳；二、我的视

线。给了学生更大的选择权。不谋而合，晨报教育周刊5月25

日《从历届中考作文题看考试题材》一文中曾将中考考题按

题材分为10个大类，这两个题目分别倾向于“感悟体验”类

和“我与××”类。同日还有《作文思路与对策》一文列举

的12道作文题，其中第一题“社会一瞥”跟“我的视线”异

曲同工。还有“说说我们这个集体”这题的题材涵盖面与“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有极大面积重合。6月1日的《作文试题

巡礼》提供的参考题中,至少有十几道题目是以“我”为立足

点并且宣传张扬“奋发向上”题旨的。 再联想到去年。6月30

日《作文思路与对策》一文中曾以“我想”半命题方式作例

解，对审题、立意及语言表达提出一点建设性意见，而7月份

的考题是“我想唱首歌”。 这一些是否说明巧合、偶然，抑

或猜题较准，那绝对不是。不猜题不押题是起码的要求，这

是底线，之所以针对性强一点，效益高一些，那是因为比较

紧密地结合初中教学的实际，比较有效地遵循了教、学、考

的规律而已。 我曾多次参加市里中考、高考的咨询活动，作

为教师，我被学生及其家长问得最多的问题是阅读。对于写

作，他们普遍认为没啥问题，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写

作不像阅读有系列教材，因此计划性受影响，而随意性倒不

少。有的靠大运动量取胜，初三学生每日一篇作文，甚至一

日两篇，求量难求质。这样容易陷于无序状态。教学方面讲



授知识介绍技巧多，但忽略了对学生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的

指导，忽视了对模仿和创造规律的研究。往往会出现“教的

无法写，写的没有教”的教与学脱离的现象。认知、情感和

操作三个层面，在操作上短路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文章内容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思维品质的培养提高

是写作教学至关重要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这样讲，一

般文章跟优秀文章之间的差距，固然有写作技巧和语言表达

诸多方面的问题，但重要的还在于思想。形式为内容服务，

再好的语言文学也不过是载体。因此锤炼思想便是写作教学

目标的首选，同样反过来也是评价的基本标准。譬如去年一

考生写“我想唱首歌”这篇文章，选的是欲为伊朗连体姐妹

唱一首哀婉美丽的生命之歌的题材。应该讲这个材料人人皆

知，可为什么众人不选而惟独这位考生发众人所未发呢，这

不能不归功于作者成熟的思想、敏感的思维，其次才是熟练

的技巧。 明乎此，对写作教学，包括复习，心里就有谱了。

比方说，对历届考题可以归一归类，怎样归，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按范围分：个人、家庭、集体（包括学校）、社会。

一种是按涉及内容分：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

育⋯⋯第三种按题材分：如“感情体验”、“人物纪实”、

“发展变化”等等。相比较而言按题材分比较切合实切，操

作性也强一些。但必须说明，任何一种分类方式都不够完善

，都受到逻辑的限制，可能问题交叉，如“我想唱首歌”，

既有感情体验，但更有心态方面的因素。我们用反求的方式

，以一般归纳的方法将历届考题相对集中地归类，让复习者

一目了然。然后根据题材所示，进一步整合提升，发现原来

林林总总的题材中的源头都与“我”有关。于是，我们在准



备素材时便提出这样一句话：以“我”为圆心，以“与我有

关的人和事”为半径作圆。“圆”中内容就是我们写作的材

料。 有了准绳，便是挖掘生活中素材的问题了。用平常的心

态积累搜集身边普通的事儿，身在宝山要识宝，千万不要拿

着金饭碗去要饭。写好文章，让“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句

话不再只是你的目标，而成为属于你的经验与体会。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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