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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6/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5_BF_AB_E9_c64_156531.htm 根据话题作文“立

意自定”、“文体自选”、“题目自拟”的特点和要求，我

认为要快速写好话题作文，应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快速审题立意话题作文不在审题上设置障碍，审题难度降

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审题，审题这个环节还是马虎不

得。根据话题作文的特点，快速审题应注意如下几点：1.抓

住关键词句，读懂材料。例如2002年春季高考作文题：一个

海员/他最欢喜的是起锚所激起的/那一片洁白的浪花⋯⋯/一

个海员/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那一阵铁链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到达。“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

望到达”，诗中的“出发”和“到达”引发你想些什么呢？

以此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要写好这篇话题作文

，就要认真阅读并准确理解这首诗的深刻意蕴，尤其要深入

理解“出发”和“到达”这些关键词句的象征意义。“出发

”，可理解为事情的开始，对目标的追求，准备面临的考验

等：“到达”，可理解为事情的结束，理想的实现，成功的

喜悦等。“出发与到达”与人生中的无数个起点和终点一样

，是对立统一、紧密相联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航船，

一个追求的目标达到了，又要去追求另一个新的目标，人生

的价值就是在不懈的追求中实现的。对这首诗，如果不能迅

速抓住关键词句来思考分析，如果仅局限于从字面意义和诗

中的“海员”形象去理解，就会过于狭隘，过于肤浅，甚至

偏离题意。2.借助提示语，读准材料。话题作文，命题者在



提供的材料之后，往往设计一段提示语。提示语的作用或是

对材料作解释说明，帮助学生理解材料，或是启发思考，扩

展思维。借助提示语，对迅速准确把握材料及话题的内涵十

分重要。如2000年高考作文题，在材料之后有一个提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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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问题的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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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你有这样的经

历、体验、见闻和认识吗？请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话

题写一篇文章。这个提示语，一方面对图形材料作了很好的

解说，并揭示了“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的主要原因：一是世

界是千变万化的，二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标准、方法多种

多样。另一方面，这段提示语提醒学生在把握“答案不止一

个”的思想的同时，要放宽眼界，开拓思路，尽快从具体的

图形符号的分析理解中走出来。3.读清题干，准确把握话题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题干”是命题者用简洁概括的语言揭

示写什么，即要求习作者以什么为话题写文章。审清题干，

就能把复杂模糊的问题变得简单清晰。题干是对习作者的一

个核心指令，习作者要严格按照指令作文，不能另起炉灶。

对话题的关键词语，要认真琢磨，迅速准确地把握其内涵和

外延。例如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首先就要明确“记忆

”是指保存在脑子里的过去事物的印象，不是思维、性格：

“移植”在这里是指“将机体的一部分组织转移到另一机体

上的一种医疗手术”，不是克隆、复制。又如“诚信”是指

“诚实”和“守信”，但部分考生由于不认真审题，把“诚

信”单纯写成承诺、忠义、忠诚、信任，或误解为“诚恳”

和“自信”，严重偏离了题意。4.要把材料和话题综合起来



审视。材料和话题，两者是联系的、统一的。审题时不能把

两者孤立开来，不能顾此失彼。话题是由材料引出来的，材

料对文章的内容范围也有限制作用。既符合材料，又符合话

题的文章内容，才没有超出题意要求的范围。有这样一道作

文题；坚持是什么？坚持是人生的希望，在滴水如冰的严冬

，坚持春天的渴望；在漆黑如墨的风雨之夜，坚持心中的太

阳；在人生的航程里，坚持是固守心中惟一目标而不改初衷

。坚持，为人生创造了生命中的奇迹。请以“坚持”为话题

写一篇文章。初看这道作文题，似乎很容易读懂，认为“坚

持就是不放弃”，但如果这样写，就不够切题。因为命题者

在材料里对“坚持”这个话题的内容范围作了提示和限制。

认真审读材料，就不难发现材料包含了三个要点：（1）希望

不灭，就是坚持；（2）目标不变，就是坚持；（3）坚持能

使生命辉煌。有的习作者在审题时，只注重看话题，忽略了

材料，对材料缺乏冷静的思考分析，看不出材料的指向和限

制的内容范围，一看到“坚持”，就先入为主，立即想怎样

写自己的事情，如写自己遇到一道数学难题，连续做了几个

小时也不放弃等等。这就偏离了题意，也导致联想和选材不

当。总之，对话题作文要有快速而准确的把握，就要抓住话

题作文的特点，对话题作文的材料、提示语、题干（含话题

）、注意事项等各个部分作认认真真的审读。审题时既要全

面，又要抓住重点，还要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二、

快速自选文体“文体不限”、“文体自选”是话题作文的特

点之一。由于在写作的内容方面突出了范围的宽泛，因此在

写作形式方面也给予相应的关照。这样，习作者在表达方式

上就有了更大的自由，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写作优势。



但文体上的自由开放，让有些习作者“浮想联翩”，无法收

拢，结果夸夸其谈，不着边际；有的则苦于“不限”二字，

犹豫不决；有的忘记了文体的规范，写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非驴非马式的“杂交文”。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是学生

缺少选择文体的训练，应适当开展一题多作的专项训练。比

如，对于同一道作文题，让学生写记叙文、议论文、抒情散

文或故事等不同文体，最好写成篇，也可只写出提纲，然后

让学生比较，明确选何种文体最适合自己，明确这个话题怎

样写最好。如果经过三五次这样的训练，学生选择文体的能

力就会有显著的提高。平时写作时，面对“文体不限”，应

如何快速选择文体呢？我认为应注意如下几点：1.考虑该题

最适合写哪种文体。有些题目对选择哪种体裁更合适是有侧

重的。如“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最好写记叙文或抒情散文

，要写成议论文就比较困难。2.要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文体。

比如长于论辩的选议论文；长于记叙、描写和抒情的选记叙

文或散文；长于联想和想像的选寓言或故事。3.要考虑自己

用哪种文体写所拥有的材料最充足。如果缺乏材料的话，即

使自己擅长的文体，也只能放弃。4.要善于发挥自己在考场

上的灵感，即自己在接触题目的那一瞬间所引发的兴奋点，

所产生的联想，但要注意不能偏离题旨。5.考虑用哪一种文

体写，最能写出深度和新意。总之，选择什么文体，要全面

考虑，三思而行，并且在选定一种文体后，必须按照这种文

体的要求规范地进行写作。三、快速自拟题目由于话题作文

内容范围宽泛，因此，不限定作文题目，习作者可依据话题

材料和自己选材的特点自拟题目，展示自己文题的个性。但

不少习作者简单照搬话题作题目，这是一种懒惰的做法，严



格地说，这是不符合“自拟题目”的要求的。那么，怎样才

能快速给话题作文拟一个好题目呢？首先，要认真分析材料

及话题，并要善于“化大为小”。有的习作者迟迟拟不出题

目或拟题不当，往往在于对材料及话题的内涵未能全面准确

地领悟。因此，认真审题，吃透材料及话题是快速拟题的先

决条件。习作者必须在审清材料、明确中心、选好角度的基

础上拟题。与此同时，要善于化大为小，化虚为实，把原话

题宽泛的大范围变为一个具体的小范围，把大题目变为小题

目。如2000年京皖春季高考作文，题干指出：“为了人类在

新世纪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世纪青年》杂志特开辟‘世纪

感悟’、‘世纪交流’、‘世纪留言’等专栏，向广大跨世

纪的青年人征稿。请你为其中的某个专栏撰稿，把面向新世

纪想说的话、想讲的故事、想表达的愿望及想抒发的情感写

下来。”有的学生就以《世纪感悟》《世纪交流》《世纪留

言》为题，大而空，只能泛泛而谈。而有的学生却能围绕“

为了人类在新世纪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这个总话题深入思考

，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把大话题化而小之，拟出了精彩的

题目。如《新世纪让战争悄悄走开》《还新世纪一片蓝天》

《惩治腐败》《呼唤公平竞争》等等。又如“父辈”这个话

题，是个很大的题目，在拟题时也要善于“大题小作”，要

迅速在众多的角度中选取一个自己最有把握的角度去拟题。

拟题时可在“父辈”两字前后加上一些词语，组成一个短语

或句子。如《父辈艰辛的一代》《奋斗不已的父辈》《父辈

就是传统》《我们怎样对待父辈的经验和教训》《假如我是

父辈》等等。善于把大题变小，把思维引到比较具体的实在

的话题上来，就能快速拟出合适的题目，并使作文容易做到



内容充实，中心突出。其次，要掌握一些拟题的技巧。1.借

用名言佳句。文质兼美的名言佳句，是“语言的珍珠”，向

来为人们所喜爱。它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它形象生动，给

人美的享受。例如1999年高考有一考生这样拟题：《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对记忆移植的困惑》，作者巧妙地借用

古诗入题，形象地点明了“一旦记忆移植成功，古人、今人

、来者因袭同一种记忆时，人类将变成毫无思想的记忆机器

”这一题旨，这样的题目真是令人振聋发聩。有的好题目是

对名言佳句进行适当的改造，如2001年有一考生这样拟题：

《若为人生故，诚信不可抛》。2.巧用修辞手法。比喻、拟

人、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可使文章题目生动形象，富有

文采。如2001年高考一些佳作的题目：《诚信是桨》《岂可

弃我》《如果我走了，你还会爱我吗？》《一生弄懂的两个

字》。这些题目清新隽永，令人回味。3.根据文体的不同特

点和一些常见的题型拟题。不同的文体，对题目的要求有所

不同。例如议论文的题目，讲究鲜明深刻；而记叙文的题目

，则讲究生动形象，讲究有意蕴。因此，我们拟题时要注意

切合文体的特点。与此同时，要熟悉和掌握一些常见文体的

常用拟题方法。如2001年高考作文，有的学生就善于依据议

论文常见的论点型、论题型等模式去快速自拟题目。如《诚

信不可抛》《珍惜诚信》《呐喊，不能容忍道德的沦丧》《

关于诚信的思考》等等。给记叙文拟题，一般可从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景物等方面去考虑。此外，要提高快速拟

题的能力，平时要多浏览报纸杂志上文章的标题，并挑选一

些精彩的题目记录下来，认真品读、借鉴，久而久之，上了

考场，作文自拟题目就能从容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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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