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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话题作文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预计这种命题形势在今

年的高考作文命题中将会继续保持。话题作文如此走俏，是

因为话题作文的开放性、发散性、灵活性、多元性、自主性

为考生创设了自由的写作空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考生可以展开自由联想、想象的翅膀，充分张扬个性、展

示才情、彰显自我，体现了“人人有话说”的高考作文命题

强调的基准点；话题作文还充分体现了新课改的写作目标要

求，《语文课程标准》写作目标中强调“学会多角度地观察

生活，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根据

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力求有个性、有创意地表达。提

倡自主拟题，多写自由作文。”这些要求在话题作文中得到

最直接、最充分的体现。 如何根据话题作文的特点进行有针

对性的备考呢？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眼

界，磨砺思维。话题作文与过去的一般供材料作文相比，确

实降低了审题难度，给考生自由发挥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

空间。但是，降低要求不等于不做要求，高考这样一种选拔

性考试根本不可能不做限定，完全由考生自由写作。从2003

年开始高考作文在继续保持开放性的同时逐渐加大了限制性

，不断凸现思辩色彩。2004年全国共有15套高考语文试题，

有10套试卷作文的话题都是联合式的短语。这样设计话题，

我认为是对2003年全国卷高考作文命题精神的充分肯定，绝

非巧合而是有意为之，不但增多话题的限制，加大审题的难



度，更好地防止个别考生的“套作”“宿构”，而且由于联

合式话题由两个概念组成，而且两者之间除并列关系之外，

还存在着因果、条件等关系，所以可以更好地考查考生的思

维品质，预测2005年高考作文会仍然坚持这一方向。所以平

时要加强思维训练，不断地强化思维的深度、广度、变通性

和辩证性。在写作中养成“袖手于前，疾书于后”的审题习

惯，对构成话题作文的四部分引导材料、提示语、话题本身

和写作要求要一一的解读，不要过多受引导材料或者叫背景

材料的牵制，不能简单诠释话题或者是复制话题，应该以材

料与话题作为写作的起点，要从起点上扩展开去，挖掘出深

刻的内涵，选择切合话题精髓的立意角度。文章要写的大气

离不开立意高远，必须在作文中表现积极的观点、健康的情

趣、高尚的追求。不能与主旋律唱反调，唱响主旋律不等于

讲空话、说套话。民族精神就是主旋律中一块重要的阵地，

我们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代代传承的美德

。比如：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

志趣，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

政风范，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

取义的英雄气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等。

因此，要多读书、多看报，关注世界风云，了解民生疾苦，

对时事保持较高的“敏感度”。有条件的话，可以看看“焦

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电视栏目。 二、

规体，夯实基础。话题作文一般要求是文体不限，所谓文体

不限，并不是文体不分和文体不明。有的考生忽视文体要求



，写出一些非驴非马、“四不象”的文章来，结果丢了不少

分数。在写作训练中，要坚持认认真真地写几篇比较规范的

记叙文、议论文，打牢各种文体的基础，力争做到记叙能畅

达曲折，描写能惟妙惟肖，抒情能真挚感人，说理能严谨精

辟，说明能条分缕析，在此基础上，再发挥特长、求异创新

。写作文要先“入格”再“出格”，先“死”后“活”，“

死”去“活”来。 三、以读促写，强化积累。据阅卷统计分

析，高考作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文章材料虚假，

宿构抄袭现象严重，选材撞车雷同，“似曾相识”的“拷贝

”文、“克隆”文层出不穷，使得2003年命题者不得不提出

了有点滑稽的“不得抄袭”的要求来警戒抄袭者以净化写作

风气。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考生材料储备不够

丰富，对高三的学生来说，通过大量课外阅读是一个“找米

下锅”以增加自己写作内存的好方法，正所谓“劳于读书，

逸于作文”。当然，高三年级的课外阅读不能和一、二年级

相同，一些大部头的小说是不宜再读了，要选择一些短小精

悍的时文来阅读，强调以精读为主，要从文章立意、结构、

语言等方面全面分析、学习，好的语段可以抄下来，经常诵

读。还可以分门别类选择新鲜素材加以积累，如按照内容分

为“爱国篇”“理想篇”“立志篇”“诚信篇”“奉献篇”

等，以此来弥补自己视野狭窄、材料贫乏的不足，做到“手

中有粮，心中不慌”。 四、化整为零，分项训练。进入高三

，如果总是写成篇的大作文，往往是疲于应付，难以打起精

神，而且写作中的一些问题也很难被发现和纠正，很可能会

出现老毛病一犯再犯、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现象，为避免被同

一块石头绊倒多次，可以进行分解专项训练，把专项训练和



综合训练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认真研究考试说明关于作文的

要求，对考点要求分项解析，然后按要求，抽出专门的时间

进行审题、立意、拟题、开头、结尾、层次安排、语言表达

等专项训练。如文章的开头训练，我们都知道良好的开端等

于成功的一半，开好头非常重要，如果在开头多动点脑筋“

露一手”，有时会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可以先搜罗

精彩的话题作文的开头，仔细分析琢磨人家的开头好在哪里

，总结出一些规律来，然后找一些题目专写开头。实践证明

这种化整为零的方法，可以大大增强训练的力度和实效性。 

五、扬长避短，打造亮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四面出击，不如出奇兵一路”，在高三有限的时间内想全方

位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作文训练中，

要先对自己的写作水平和特点先进行“盘点”，了解自己的

薄弱环节和优点长处，确定自己的主攻方向，要在经营好“

大路货”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积极尝试多种文体、多种写

作方式，从而使自己的“长项”得到充分发展，考场上则要

善于“藏拙”和“露美”，在作文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情

，要有追求“亮点”的意识，征服人心的好作文一定要有“

亮点”，这个亮点，或者是一段条分缕析、无懈可击的论证

，或者是一段精彩动人的描绘，或者是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

中的情节，或者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激情，或者是令人顿悟的

哲思⋯⋯三两处“闪光点”就有可能把全篇照亮， 以求得在

某一个方面跃入发展等级，获得一个较好的分数。《考试说

明》规定了作文考试的要求分为基础和发展两个等级，反映

了提倡创造思维、张扬学生个性的指导思想；国家考试中心

命题负责人曾说过：把作文考试要求分为两个等级，重要的



是指导作文教学，在“深刻”、“丰富”、“有文采”、“

有创新”等四个方面，哪个方面发展都是好的，有一点好就

可以加分，优秀的可以加满分，这实际就是说，作文的发展

等级，对考生来说是既可望又可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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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