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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80_9C_E5_BC_B9_E2_c65_184170.htm 高考作文是所有高考

试题中分值最高的一道题，60分！加之主观色彩极浓，又与

临场发挥密切相关，故充满了“不确定性”。近几年，我省

采用“网上阅卷”，判分更加科学和公正，那种“写好写坏

都是保险分(42分)”的糊涂认识，再也找不到现实“注脚”

了！为此，我希望高三同学在2007年高考前夕，把作文训练

实实在在地抓一抓。以下，讲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1

、重弹“命题作文” 之所以曰“重弹”，乃因为这种高考作

文模式已经久违多年了。2006年江苏高考作文题“人与路”

是“话题作文”向“命题作文”的一种过渡，有人把它称为

“提示型命题作文”。因为，它与“话题作文”相似，设计

了一个“提示语”，但立意的指向与“话题作文”不同，并

且在“提示”之后给出了明确的“命题”题目明明白白地印

在考卷上，考生不需要，也不应该自己拟题了。 由于“命题

作文”教学这些年有所忽视，故高中语文教师和学生应在这

方面投入较多的精力，了解它，研究它。当然，我们不能猜

题押题，单打一，“话题作文”和“材料作文”仍需认真地

进行教学。 何谓“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是一种直接给

“题目”的作文。这题目，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组或一个

短句。如“秋”、“手”、“门”、“牛”、“泣”、“雨

后”、“乡音”、“寻找”、“眼睛”、“习惯”、“尝试

”、“柳暗花明”、“小荷尖尖角”、“有人敲门”、“过

河小卒”、“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毁树容易栽树难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一种

作文题不给学生其他文字材料，有时限制文体，多半文体不

限。 “命题作文”的优点是：考题简洁，有强烈的聚焦感，

不容易对考生产生立意、构思、情境、行文色彩之类的定向

“诱导”，考生可以由“题目”起飞进入开阔的联想空间，

文体的选择也比较自然。兹评析几则“命题作文”试题。 1

、《过河小卒》。 这是我指导南京师范大学教工子女迎接高

考时用过的训练题。要求写成议论文。此题的“中心论点”

比较明确，无需同学们费神小卒过河胜似车，“小”可以变

“大”。它主要用来训练考生们的“分析”能力，即学会“

分解”出几个像模像样的“小论点”(分论点)。结果，南师

大的教工子女们很争气，层层深入地“分解”出好多个：小

卒必须过河，不过河只能被动挨打；“过河小卒”灵活机动

，战斗力大增；“过河小卒”应当有协作精神，与“车”、

“马”、“炮”相互配合；“过河小卒”要脚踏实地，步步

为营；过河后，小卒在冲锋陷阵中面临更大的危险，要义无

返顾，不怕牺牲；关键时刻小卒可以直捣“黄龙府”，百万

军中取上将之首；“过河小卒”的精神，就是胸怀全局的精

神；“过河小卒”的精神，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匹

夫”精神，等等。 2、《门》。 这是1989年夏季，南京师范

大学主办的“江苏省高中作文大赛”的命题。十分简洁，内

涵甚丰，可以任学生自由联想，因为与“门”有关的生活故

事太多、太多了。由于限制得比较“实”必须写“门”，所

以参赛同学不太可能“套用”现成之作。后来，又有朋友将

此题发展为《有人敲门》，那就更加有“情节”、更加有“

动感”，也更难“宿构”了。这次大赛，海安县中学的高三



学生丁捷脱颖而出，他写了两个“门”，同在一条巷子中，

面对着面：一个是“师门”，住着一位桃李满天下的高中语

文老师；一个是“官门”，住着一位县里的有些贪的“大干

部”。两“门”对照，妙趣横生，哲理悠远。丁捷此文得了

一等奖。 3、《柳暗花明》。 这是我为中文系一年级“写作

”考试出的作文试题，要求写成“记叙文”。这是一个有新

意的、开放性的考题。然而，约束力不够大。有一位同学竟

写了这么一个生活小故事：两位中学女生同座，一位名叫“

柳暗”，一位名叫“花明”，性格殊异，矛盾不断，却又能

处处化解，终于相反相成，心心相印，成长为令人羡慕的“

姊妹花”。在谈到柳家为女娃取名时，作者写得妙趣横生：

全家老少十余口，为了取名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由老爷爷拍

板：翻词典，掀到认定的某页某行某字，就用它！结果翻出

一个“暗”字，全家都傻了眼。于是再由老爷爷拍板：大丈

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用“暗”字，说不定“柳暗”运

气好，有朝一日遇上“花明”呢！你瞧，多有生活气息，多

有人情味儿，多有人生哲理！我面对这篇作文，只好苦笑。

因为，它切合命题要求，考生完全可以把《柳暗花明》读作

两个人名儿。我思考再三，给了这位异想天开的学生高分。

4、《乡音》。 这是我为江苏省高中作文大赛命的一道题，

不容易套用现成的记叙类作品。因为，在考生的脑海里，很

难一下子搜索到与“乡音”紧扣的优秀记叙文。竞赛的结果

相当理想，参赛者不但思路开阔，而且推出了好几篇精彩、

独到的好文章！ 面对“命题作文”题，若要写成“记叙文”

，就必须敏锐地发现“命题”中的“情感穴位”，联系自己

的情感生活，机智地加以发挥。这种“以情感人”的文章，



最容易打动阅卷者的心灵弦索，取得最佳的效果。 有些“命

题作文”是“理论性”的，要求学生写成“议论文”。“议

论文”必须“以理服人”。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应当在弄

清题义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它的理论“焦点”，然后用自

己的“思想石遂石”去撞击它，在碰撞中激发理论的“火花

”。这样，文章的理论阐述就可以既集中，又向纵深拓展了

。 譬如当年考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命题中的“理论焦点”，不在“忧天下”，而在“先忧”、

“后乐”。只有撞击“先”、“后”二字，才能有所拓展，

才能有思想的闪光。我在阅卷时试着写过一篇“下水作文”

，始终与“先”、“后”周旋，几乎把能想到的有关“先”

、“后”的人生哲理全部都调集起来了。于是，有了以下写

作思路：“先忧”，是“天下未忧我已忧”；“先忧者”，

不是“先知先觉者”，而是“先”于学习、“先”于调查的

人；“先忧者”，还必须是“先行者”；“先行者”不是“

独往独来”的“英雄”，而是以唤醒民众为“先”；“先忧

者”不能自恃有“先见之明”、“先行之苦”，就认为自己

可以“先乐”；“先乐”可耻，“与民同乐”也不是最高境

界；真正的“先忧者”必须“后乐”；不能“乐而忘忧”，

“旧忧”过去又有“新忧”在前头；只能“居安思危”，永

远当一个“先忧者”，当一个“后乐”的傻子。 当然，作为

一名高中学生，不可能、也不必要像我这么思考(何况我不是

临场写作，不可能只用50分钟)。同学们只要能觅取其中一点

、两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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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