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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F_BC_9A_E9_c65_177199.htm 一、准确地审题 作

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每一个考生都必须按照同一的命题

要求来写作，否则就不好比较了。说得“白”一些，就是叫

你写什么，你就得写什么，千万不能我行我素，否则便是“

跑题”。跑题，意味着彻底失败。当47万考生都在比赛“排

球”时，你却偏偏去踢“足球”，即使踢得有如马拉多纳，

也是无效的。 审题失误的主要原因是“粗心”。考生朋友必

须定下心来，一字一句把命题看清楚，千万不能慌慌张张地

“扫描”。临场怎样默读？大体上讲，乃是一个词、一个词

地“慢”读！譬如：请以尝试为题写一篇记叙文，不得少

于800字。这是审题的一种好技巧，可以强迫你把题目全部看

清楚。如此阅读，目的是找出“关键词”，吃透“关键词”

。关键词是命题老师下达指令的最主要的载体，决不能等闲

视之。2003年的关键词，是“情感亲疏”的“亲疏”和“认

知事物”的“认知”；2004年的关键词，是“山的沉稳”的

“沉稳”和“水的灵动”的“灵动”。你把这些关键词抓住

了，你的立意和构思就不会滑到其它地方去了。 关键词找出

来了，你最好用铅笔轻轻把它圈出来，以强化自己的定向注

意，免得心中一慌，丢三忘四。那一年考两幅漫画的比较，

有4个关键词“欣赏”、“比较”、“更”、“理由”，许多

考生都看出来了，但下笔时一乱，便丢了其中的一两个，成

绩大受影响。如果用铅笔圈出来了，有一种可视的“物质”

依托，你就不会“黑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了。 二、辨析



几种作文模式 从1999年起，江苏考生连续6年面对“话题作文

”。有人问我：今年考不考“话题”了？我说：6月7日上午

准知道。用意很明白，即不要猜题、押题，只要从多方面准

备好了，临场一定有底气。 一般说来，高考作文的模式主要

有3种：话题作文，材料作文，命题作文。下面分别做一些说

明。 ①话题作文。 只要题干中有“请以‘＊＊＊＊＊＊’为

话题”一语，你便可立即认定：此乃“话题作文”。话题作

文的“材料”，只是命题者的一种“启发”和“提示”，仅

供参考。它的关键部位是引号(“⋯⋯”)中的那些文字，这

是明确的、法定的指令，大家都得遵照。所以，我恳请47万

考生朋友一定要把引号里的每个字、每个词看清楚，想明白

，然后再立意、构思、行文。话题作文可以不使用考卷上提

供的“材料”(如去年的哲理散文诗，前年的智子疑邻寓言)

，而且鼓励考生挣脱“材料”，开辟新的天地。说得再具体

一些，即你的文章中可以不涉及“材料”的内容，但必须直

接与引号中的词语相关。再者，“话题”本身不是文题，你

应当自己拟定一个好题目；直接把话题拿来作标题，效果肯

定不妙。 ②材料作文。 这种模式，6年不用了，但生命力还

在。不可忽视。如果题干中没有“话题”二字，你就得小心

了，应当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作文？1999年高考作文没有

“话题”二字，但却是“话题作文”，它的表述是：“请以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

这一年，江苏阅卷点发明了“话题作文”一说，第二年全国

命题移植过去了，从此风靡天下！一般说来，材料作文的命

题表述是：请阅读以下材料，根据材料，自选角度，自拟标

题，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记叙文或议论文)。材料作文的



“材料”，是考生写作的根本依据，所以这类作文在行文时

必须紧扣“材料”；如果通篇没有提到“材料”，那就严重

违背命题要求了。这，正好与“话题作文”相反。材料作文

既要紧扣“材料”，又不能大段复述材料，比较顺当的做法

是：一开始，交待一句“读了以上材料，我想到了什么什么

”，然后进入正文；在正文写作中，可以适时回顾、点击一

下“材料”。 ③命题作文。 这种作文不需要考生自己拟题，

文题已经直接印在考卷上。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习惯”、“尝试”等等。它往往文体不限。审

读这类考题，必须把这个词的内涵吃透，或者把这句话中的

关键词吃透。譬如“尝试”，是指一个或一些人主动、有目

的地去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从而获得某种感受或启示。考

生如果把“主动”和“第一次”丢了，写成了“被动”和“

第二次”，那就视为“跑题”。前年，我为江苏省高中作文

大赛命过一道题：“乡音”。这就是命题作文，学生必须围

绕“乡音”展开思路，文体也不受限制。 三、强化文体意识 

由于连续6年考“话题作文”，文体不限，一种负面效果日渐

显现出来：当今的高中生，许多人已写不出像样的记叙文和

议论文来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会儿玩抒情(啊⋯⋯)

，一会儿玩哲理(哦⋯⋯)，事件模糊，人影晃动，结构无序

，乱蹦乱跳，犹如大丰县的“四不像”(麋鹿)！我吁请中语

界抓紧“文体”教学与训练，让高中生知道：文体不限，不

等于不要文体；你一旦选定了某种文体，就必须写成这种文

体！ 在高考作文中，考生涉及到的文体主要有两种记叙文和

议论文。下面分别提出几点要求。 ①记叙文。 必须有一个相

对完整的故事情节，让阅卷人知道你讲述了一件比较实在的



事情；必须有一个或两个相对清晰、生动的人物形象，让阅

卷人感受到人物的内心、外在的生气；必须以记叙、描写为

主，尤其要注重细节描写，一个好的细节描写顶得上千言万

语，如果要发表议论，应当少而精，点到为止。 ②议论文。 

第一，必须有一个合乎题意的中心论点(只能一个)。中心论

点应当尽快地、旗帜鲜明地、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按照我

的体验，最好在第一小节摆明中心论点，三四行文字即可。

这可能是“何氏八股”了，但临场只能如此，无奈！ 第二，

必须在中心论点下面分解出两个或三个小论点(又曰分论点)

。决不容许眉毛胡子搅在一起，仿佛在考查阅卷人的分层次

水平！什么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分析”，分解和剖析中

心论点。中心论点好比一个大西瓜，你用思想的解剖刀把它

一分为二(两个小论点)。先看这一半瓜瓤红红的、瓜子黑黑

的，尝了一口甜甜的，于是得出结论：这一半向阳，光照好(

夸张了)。再看另一半瓜瓤白白的、瓜子瘪瘪的，尝了一口酸

酸的，于是得出结论：这一半朝北，光照不好。这就是“分

析”。这就是通过剖视，把握事物的内部构造和内部矛盾、

外部联系和外部矛盾。做到了这一点，“道理”和“理论”

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再强调一遍：考生朋友们无论如何

要分解出两个或三个小论点！ 第三，小论点之间的关系，在

考场上应当回避“并列式”，采用“递进式”。并列式，容

易相互干扰、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分而未分

。递进式，层层深入，逼着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不可能出

现“平面铺陈”的毛病。 第四，平面铺陈，是目前高考作文

的一大通病，要下工夫纠正！典型的例子是：假如记忆可以

移植，我要移植爱因斯坦的记忆，做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假



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移植雷锋的记忆，做一个共产主义战

士；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移植何老师的记忆，考好高考

作文(真有其事)⋯⋯如此写下去，可以写到猴年马月，永无

终期。高考议论文，决不容许“马儿啊，你慢些走，让我把

这平坦的草地看个够”；你必须骑上骏马，要么跃上高山，

要么跳下大海！ 第五，如果你实在“递进”不起来，那么，

请采用下面的分析方法：立足于“中心论点”，向“前因”

和“后果”两个方向探索。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例：

前因分“主观”和“客观”，客观是“世界是千变万化的”

，主观是“看问题的角度、标准和方法是多样的”；后果一

分为二，有“正确的答案”和“不正确的答案”，“正确的

答案”又可分为“最佳的”、“较佳的”等等，而追求“最

佳的答案”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和创造。请看，如此向“前”

、向“后”追索，一张说理之“网”就很快铺展开来了，有

关“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思想“亮点”便一一闪烁出来。当

然，我们并不要求考生(单个的)把握每一个“亮点”，你只

要抓住其中一两个就行了。 第六，议论文的文字表述必须以

说理为主，不可用“摆事实”代替“讲道理”，只能用“讲

道理”带动“摆事实”。举例要少而精，一两个为宜，最好

是一个(强迫自己对其分解)。在行文中，记叙、描写越少越

好，不能搞成议论文的“框架”，议论文的“大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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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