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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99_E4_BD_9C_E3_c67_158676.htm 自学考试学习任何一

门课，都首先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学些什么，二是怎

样去学，三是如何应考。下面结合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 一、认真阅读大纲，明确基本要求 《写作自学考试大纲》

对考生提出了这样的原则要求：学习、掌握比较系统的写作

基础理论知识，用以指导写作实践，提高分析、鉴赏能力；

认真阅读范文和其他有关作品，加深对于所学写作理论知识

的领会程度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运用能力；进行常用文

体的写作训练，进一步提高自学应考者的表达能力与实际应

用能力。 为体现这些原则，《大纲》又把考试内容分为四个

部分：基础知识部分、文体写作知识部分、作品阅读分析、

作文。 《大纲》的这些原则和规定的考试内容，在考试中体

现为考卷结构的三大部分：理论知识部分、分析阅读部分、

作文部分。 理论知识部分涵盖基础知识和文体知识，跟教材

的直接联系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所考的内容大多直接来自

教材之中。具体题型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词语解释、

简答等，出题样式多，数量也多，但每题所占的分数较少。

这部分的命题覆盖面相当大，教材的每一章都会有或多或少

的内容出现在考卷上；另外，这部分的命题也比较具体、零

碎，要求考生必须对教材进行全面掌握。《大纲》对理论知

识的重点有比较多的指点，但仍然显得比较粗略，也不可能

将所有的考核点都一一指出。凡《大纲》明确指出的要点，

当然都要认真掌握。《大纲》没有具体指出，但相对比较重



要的内容，也不能掉以轻心。 作品分析阅读部分，就命题的

目的看，是用来考查考生对理论的运用能力的。它不仅检验

考生是否掌握了某些必要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检验考

生能否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去正确认识、评价具体的文章成品

或文章片断。分析阅读部分的命题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

做“简析题”，提供的阅读分析对象是一篇完整的短文， 如

《大纲》关于简析题的举例。 当然，在实际考试的时候，应

该说，试卷上的阅读分析部分跟教材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

是说，在教材上是找不到答案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命题

不是检验考生记忆能力的，而重在检验考生的分析理解能力

。 《大纲》把作文的题型按体裁不同分为四种类型：议论类

、说明类、记叙类、其他。前三种好理解，后一种包括书信

、公文等应用体裁，以及改写、扩写、解说加评议等多种灵

活的命题方式。在实际考试中，《大纲》中所说的议论类、

说明类、记叙类一般被用于“大作文”的命题，也就是说，

考卷上要求考生写的大作文，就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记叙

文或说明文。《大纲》中所说的“其他”，一般被用于“小

作文”的命题，也就是说，小作文通常要求考生写书信、公

文以及对某篇文章进行改写、缩写、扩写等。 虽然《大纲》

涉及作文的文字不多，但作文对写作考试的重要性是不可忽

视的。从近两年的考试情况看，大作文和小作文相加要占50

分，是总分的一半。可以说，如果作文出现重大失误，就不

可能获得及格分数了。根据《大纲》所提出的原则和基本要

求，“学些什么”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无非是：系统掌

握写作理论知识；学会分析、评判、修改文章；具备写出规

范化文章的能力。 二、全面掌握学习方法 明白了“学些什么



”的问题，接下来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 1、理论知识的全

面把握 理论知识的学习，以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 《写作

》这本教材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较大规模的理论、知识体系

。其中有写作基本规律的概括总结，适用于所有不同体裁文

章的写作，就是所谓“基础理论知识”，包括主题、材料、

结构、表达方式、语言、作文过程共六章；也有对各种文章

体裁的特点、写作方法的介绍，就是“文体写作知识”，包

括记叙文体、议论文体、说明文体、应用文体四章。学习的

时候，把全部内容都背诵下来，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根据性质、特点、重要程度的不同，将理论知识区

分为三种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掌握。 (1)核

心知识要背诵 一些核心概念的定义、重要论题的结论、基本

规律的总结、写作方法的概括性条款，要求在充分理解的基

础上会背，以便在考试时迅速、熟练、准确地回答出来。需

要背诵的内容在整部教材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要下一

定的功夫。 譬如《大纲》题型举例中所提到的一个简答题：

“安排文章结构的原则有哪些?”其答案直接来自教材：一、

反映对象内在联系；二、适应文章体裁特点；三、服从表现

主题需要；四、考虑读者接受心理。答案中的四个要点缺一

不可，而且措辞也要准确，最好跟原文一致。需要背诵的核

心知识，《大纲》中都有明确的提醒。凡大纲指明要“识记

、理解”的那些核心概念或重要命题，皆属此类。 (2)重要内

容要熟知 死记硬背不是值得提倡的学习方法，除核心知识需

要会背之外，更多的重要内容采用理解、熟知的方法即可。

譬如《大纲》要求“识别、理解记人或叙事散文与小说、通

讯特写等文体的异同”，答案是：“近似的地方是，彼此都



比较重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细节的刻画；不同处是，记

人、叙事散文不像小说那样重视人物活动、事件描述自身的

集中性与完整性，也不像通讯特写那样强调题材的新闻性，

而是可以以作者自身的思想感受、情绪体验作为结构作品的

纽带，达到以情驭事或寓情于事的目的”这样的重点内容，

其实没有必要一字不落的背诵下来，只要深入理解，完全可

以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 《大纲》对这一类的重要内容，

一般采用的是“识别、理解”或“理解、说明”的说法。 (3)

一般内容要了解 教材中的有些文字，是对观点、规律、方法

进行论证的辅助部分，例如某个定义表述完毕后所进行的进

一步阐释，一个观点提出后所进行的论证，以及引文、举例

等等。对这些内容，只需了解即可，不必花费过多精力。譬

如，教材在第一“主题”的第一节中提出“主题是文章的统

帅”的观点之后，紧接着有一段论述。对这样的内容，就适

宜采用一般了解的学习方法。 2、分析阅读能力的培养 培养

分析阅读能力，以锻炼分析、综合、比较、判断等逻辑思维

能力为主。 分析文章，一般侧重于从主题、材料、结构、表

达、语言以及文体特点、写作要求等方面提出问题。例如，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每层的分论点(或段落大意)是什么?使

用了什么类型的材料?材料运用有什么特点?可划分为几个层

次?属于什么类型的结构形式?何处有过渡?何处有照应?开头或

结尾属哪种类型?运用了什么表达方式?是顺叙、倒叙还是插

叙、平叙?运用了哪些描写、议论或说明方法?写作手法有哪

些?语言特点如何?体现了哪种文体的什么结构方式?标题好不

好，为什么?细节的表现力在哪?等等。 阅读分析的命题，可

以比较容易，也可以十分难做。但一般说来，实际考试中的



阅读分析题难度都不大，做不好的原因一是考生们没有掌握

方法，二是很少进行阅读分析训练。 阅读分析别人的文章，

首先需要完成三个基本任务：一是还原作者思路，二是把握

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认识文章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陷)

。这三项搞明确了，才谈得上发表见解，评判优劣。 3、作

文能力的锻炼提高 作文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写好一篇

文章，需要调动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择其要而言，作者的

思想水平、生活阅历、知识积累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在写

作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了较高的思想水平，才能

发掘出深刻、新颖的主旨；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

，文章才能言之有物，内容才会饱满充实而不会空洞贫乏；

有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才能将自己的思想、态度、情绪

、感受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印象表达出去。这些能力和

素质都需要在长期的学习、工作和其他社会实践中逐步养成

。短期突击可以有所提高，但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在《写作

》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有意识地培养这些能力，

另一方面要善于调动自己已经具备的潜在素质参与写作。锻

炼写作能力无捷径、无诀窍，必须遵循下面几条看似浅显实

则非常重要的重要的基本方法。 (1)多学习、多思考 写作需要

的功力常常得之于写作之外。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

中，要较多地关注一些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

学、史学、逻辑学、美学、文艺学等方面的知识，充分认识

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态度，

这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此外，还要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

、某些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思考勤



钻研，努力使自己透过现象获得本质认识。思考的多了，对

现实生活的认识就会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考场上的作文命

题就会迅速触发起平时的思考和感受，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

，不至于出现文笔滞涩、无话可说的窘迫状态。 (2)勤观察、

勤记忆 要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热爱生活、关心生活，对现

实始终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浓厚的兴趣。对种种客观事物、社

会现象、片断感受，不论大小巨细，只要能够反映一类事物

的本质和特点，都要给以较多的关注。不妨搞一个笔记本，

遇到有启发、指导作用的经典言论、名人名言、诗词谚语，

记下来；报纸广播上有意义有价值的新闻，记下来；身边的

人物、事件，有性格有特点有新意的，也记下来。时间长了

，自己就拥有了一个材料库，这些材料随时都处于前沿阵地

等候写作的调遣，在考场上作文选材时，自然能左右逢源了

。 (3)练思维、练表达 写文章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要多练

多写，才会有所提高。平时的练笔不一定十分郑重其事，可

以随便些。写不成整篇，写一个片断也行；写不成文章，写

一段日记也好，但要经常动笔，长期不懈。久而久之，思维

通过练笔得到整理和训练，篇章结构的安排也渐渐入门，表

达方式和遣词造句自然也会熟能生巧，而《写作》课上学到

的理论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融汇贯通，也会更深一层理解，

真正化为自己的东西。练笔时还要注意不是为练而练，而是

为提高而练。不要敷衍自己，自欺欺人，不写则已，写就写

到自己基本满意的程度。只有认真写，认真练，才会有真正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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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