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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形形色色的作文题，我们该怎么审题呢？在此，我给同

学们介绍几种审题妙法。 技法一、大题小做法。 就是对写作

范围大、包含内容多的“大”题目，有意识地缩小范围，选

择某个小的角度来反映比较深刻的主题，这种技法更适用于

话题作文。话题作文开放性和自由度高，我们有些同学很难

驾驭，我们不妨来个“大题小做”，以一滴水来反射太阳的

光辉。如湖南某市一个考题就是让同学围绕“苦难对于人生

的意义”来写作，有的同学大谈特谈古今中外的名人事例，

来表现苦难对于人生的意义，其结果空洞无物，分数较低，

但有一同学用4篇日记连缀起学习生活中的4个片段：睡觉遭

受蚊虫、放学下楼拥挤、买饭犹如冲锋、考场胜利而归。文

尾又紧扣话题道：“通过初中3年的磨砺，我已经练就了取胜

的绝招吃苦耐劳！我没想到自己与吃苦接触的那些日子，竟

然会成为最美好的回忆。”作者大题小做，把“苦难对于人

生的意义”大主题化成了小主题“先苦后甜，苦尽甘来”。

还有一省市作文考题是“生活”，一个同学在审题时没有去

理睬浩淼无边的社会生活，而是把视角转向身边的人和事，

以师生争辩、课间风波、球场险情等场面展示师生风姿。因

为他知道校园生活片段就是生活的一角，就是生活的缩影。 

值得提醒的是，运用“大题小做”法的关键就是在选择材料

时要“小”，要典型，要与“大题”有密切的联系。 技法二

、另求新路法。 有时遇到的作文题看起来很熟悉，甚至还训



练过多次，但此时要注意切莫陷入平庸和雷同的泥淖。对熟

悉的题目要抛开常规思维套路，独辟蹊径，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如“读”这样的题目，不少同学会受定势思维的影响，将“

读”狭隘地理解为“阅读”“读书”之类，这就直接影响到

审题角度和构思的广度，就会写出雷同陈旧、古板老套的“

读后感”或者“书评”式的文章。其实在看似俗气的背后也

有鲜亮的光环，“读”的另一面可以是对山、水、景、物、

人的品位与揣摩，读山川、读河流、读草木、读父亲⋯⋯都

可能让你有多姿多彩的联想，读是快乐的，感动的，愉悦的

，读也可以是费解的，难过的，愤怒的。再如以“水”为题

写作，有些同学在审题时会走老路，结果影响到选材，出现

了“治理洪水”、“水源污染”等撞车现象，但有一位同学

在审题时别出心裁，把“水”转换为“泪水”，因为“泪水

”也是水家族中的特殊一员啊，一石洞天开，思维顿时开阔

，选材的余地大了，主题也深刻了。你瞧，运用另求新路审

题法，能把俗题或熟题深处隐藏着的丰富的宝藏挖掘出来。 

技法三、紧扣题眼法。 就是扣住题目中的关键词语，深入挖

掘题目中的含义。如作文题“一个对我有深刻影响的老师”

，题目中的关键词是：“深刻影响”，这里的“影响”是指

对我思想感情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还要是“深刻”的

，也就是要写出内心感受程度最大的最深的，不是一般的影

响。另外从非关键词可知，这是要求我们写记叙文，并以写

人为主。那么写什么人呢？题目要求是“教师”，如果写同

学朋友或父母就偏题了。再如“家庭琐事”中的“琐”字告

诉我们重点写家庭中发生的细琐杂事。 运用这种技法可要注



意两点： 一、有些题目的题眼并不限于一个，可以是两个或

三个，只是侧重点不同。如“一群可敬的人”，题眼应是“

一群”和“可敬”。写作时应突出“可敬”，但又要注意不

是一位或两位，而是“一群”，就是至少三人以上。 二、有

些题目抓住了题眼并不意味着抓住了写作的根本。我们应该

在题眼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和挖掘。如“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个题目，我们就要深入思考“发现”的含义，“发现”不

是看见或听见，如果写成一般意义上的秘密则不妥当。“发

”是发他人未所见、发前人未所察的东西。 技法四、添加要

素法。 就是通过增补一些附加的成分，让原来的作文题结构

更完整，内容更具体，题意更鲜明。运用这种审题方法能使

一些模糊的题目明朗化，易于我们确定写作的对象、范围、

要点和重点。如“笑声”这个题目，范围很广，表意太宽，

如果不想办法化解它，还真难下笔，如果我们在题目前添加

上地点或人物，使之成为“教室里的笑声”或“爸爸的笑声

”等，写作范围就明朗化了；如果在题目后面添加事件，使

之成为“笑声激励了我”或“笑声化解了矛盾”等，这样写

作的重点就更明确了。 运用这种技法要注意：添加后要检验

与原来的题目的意思是否相符，衔接是否自然。 技法五、引

申题意法。 有些题目仅从字面理解还不够，我们就要善于联

想和想象，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将题目意思引申。如“路

”“窗”“桥”“脚印”等题目都隐含着另一层意思：“路

”不仅仅指脚下的道路，更应该指“成长的历程”；“窗” 

不仅仅指房屋的窗户，更应该指“对外开放的窗户”；“桥

”不仅仅指山涧的桥梁，更应该指“感情的沟通”；“脚印

” 不仅仅指地上的脚印，更应该指“人生的足迹”。可见找



到“虚题”的另一半就找到了思维的天空。这种引申法最适

用于单独词（如“花”）、象征词（如“一场暴风雨”）、

比喻词（如“心窗”）和双关意义（如“黑色的日子”）的

作文题目。 运用这种技法时，引申要合理恰当，自然贴切，

不要牵强，要敢于标新立异，不要拾人牙慧。 技法六、小题

大做法。 就是依据题目提供的范围进行联想或挖掘，写出深

刻的文章。这种方法适用于开口小、范围有限的小题目，如

“我的家”这个题目，一般的同学都以小写小，思维局限在

自己的“家”中，即使把“我的家”写得再精彩，再特殊，

再感人，也难以突破，难以创新。有一位同学采用了小题大

做的方法，选择了祖国这个大家庭，以中华民族发源、发展

为主线，反映祖国不平凡的历程，充分显示了小作者在审题

上的独到之处。 运用这种技法时，首先要善于将思维扩展开

去，扩充“小题”；其次要挖掘“小题”中的“大”思想、

“深”内涵，如“一份答卷”这样的小题，我们不能只想到

考试时的答卷，还要想到“答卷”之外的答卷：对某次艰苦

经历所完成的答卷，在严峻考验面前所做出的表现，在诱惑

面前所提交的答卷⋯⋯；再次要讲究适度，“小题”而“大

做”的内容要与题目密切联系，不能游离于题目或偏离题目

“浮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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