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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题意” 1.“命题作文”审题的两原则 1977年北京考题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982年全国考题“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8年全国考题“习惯”，1994年

全国考题“尝试”，1994年上海题“父辈”，都是“道地”

的命题作文。另外还有一种“材料作文”和“命题作文”相

结合的命题形式：如1981年的全国题“毁树容易种树难”

，1986年的全国题“树木#8226.气候”，1985年的给《光明日

报编辑部的信》等。我们把上述题目都认定为“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的审题要对题目“咬文嚼字”，特别要注意词语

包含的意义范围。 (1)标题文字上的限制性原则。 “文字上”

的限制性原则实际也是“意义上”的限制性原则，因为文字

总是要表达意义的。如1977年北京考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

里”，“我”限制了人物，“一年”限制了时间。其实除了

“在”和“的”外，这道题每个实词都有限制作用。如1998

年作文题中的“坚韧”一词，就是准确理解题意的关键词语

。坚韧：坚固有韧性，是坚和柔的统一体。无坚之柔，则软

弱无力；无柔之坚，则松脆易碎。坚而不脆，柔而不折。它

不是松树，而是小草；不是朱自清，而是鲁迅。由此可见，

写那种经受一连串的打击，仍然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人和

事，是不怎么切题的。 1997年上海高考出了一道受人称赞的

考题“有感于50年前的今天”，这道题的“50年前”是

指1937年，“今天”是指“7月7日”，高考正是7月7日考语



文，7月7日，历史上发生“七#8226.七”是国耻纪念日。命题

作文审题，要切实注意题目的空间限制(1986年上海考题：

“2000年回母校”)、人物限制(1977年湖南题：“心中有话向

党说”)、数量限制(1977年上海题：“谈第三只小板凳”)、

修饰性限制(1982年全国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关系限制(1986年全国题“树木#8226.气候”)等等。

(2)标题意义上的内在性原则。 一个作文题目拟出来，命题者

常常不是要我们写表面的东西，而是要求挖掘题目内在的含

义。标题，通常由词和短语组成，词有本义、引申义、比喻

义，看到标题后，就要想到标题的内在含义。标题的含义一

般是多方位的，深层次的，隐含的。例如1986年全国考题就

要透过表层信息，去挖掘深层的隐含信息。“树木#8226.气候

”，从结构看，三个名词为并列关系；从内在的有机联系看

，为相互影响、相互促成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为：树木森林

气候，森林是核心。森林由树木组成；形成森林以后，就会

影响气候；气候改善了，产生反馈效应，保护了森林，也会

使树木生长更快。再联系社会实际，我们就可以挖掘出它的

隐含信息：个人集体社会。优秀的个人组成优秀的集体，优

秀的集体组成文明的社会。社会风气好，产生反馈效应，会

出现更多的先进集体，先进集体又促使个人的健康成长。这

样就把标题的内在含义比喻意义挖掘出来了。再如1988年的

“习惯”就是“在长时期里逐渐形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

行为、倾向”；或者是“因常常接触某种新的情况而逐渐适

应的过程”。有一个考生开篇这样写道：“雄鹰高飞，骏马

奔驰；姑娘爱漂亮，小伙爱潇洒，各人有各人的习惯。”前

两句是写动物的本性或本领，后两句是写青年的爱好和特点



。都不属于“习惯”的范畴。 2、方法指导 (1)标志法。作文

题目大都有一定的标记，如果我们能通过对“题眼”细加推

敲，透彻理解作为标记的关键词语的涵义，就不难明确题目

的要求和议论的对象，也就能有效地防止离题跑题。怎样去

寻找题目中的标志呢？ 在偏正短语的题目中，中心词往往就

是写作的对象，修饰限制性的词语往往体现了题目的特殊要

求，它也往往就是题眼。如“我心中的歌”，题眼是“心中

”，心中之歌珍藏在主人的心里，构成了主人生命的旋律，

所以写出来的一定是一段埋藏在心底的具有感人情怀的事情

。 在动宾短语的题目中，宾语一般规定了写作的范围、对象

，而动词一般是写作的重点所在，它也往往就是题眼。如“

看家乡”，题眼就是“看”，“看”是视觉的感受，题目规

定了是从视觉写家乡，写出来的应该是自己眼中所见的家乡

的独特的风土人情，或家乡的变迁。文章中当然能写思索，

但一定要是由“看”而引发的思索。 在主谓短语的题目中，

谓语部分常常是写作的重点，它也往往就是题眼。如“我看

课外阅读”，“看课外阅读”就是题眼，意为“对课外阅读

的看法”。因此，写出来的应该是自己对某种课外阅读现象

的探讨，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如《评“仓廪实而知礼节”

》这个题目中，“仓廪实”“知礼节”都是主谓短语，“实

”和“知”两个字便是题目中的标记，看清这两个字，就会

明确写作本题必须评析清楚“仓廪实”与“知礼节”之间的

关系：“实”而后“知”即物质生产对道德观念会产生直接

的影响，所以先要论述“仓廪实”的重要。但反过来再想一

想，还存在“实”而后未必“知”的情况，这就要扣住“知

”字做文章，论述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知礼节”的问题。抓



住“实”和“知”进行议论，不仅能紧扣题意，而且能“评

”出深度。 (2)分析法。就是分析题目的语言关系、文字含意

，了解议论的范围和重点。 分析内涵。如全国高考作文题《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宋朝名臣范仲淹

的《岳阳楼记》，有的考生对这句名言一知半解，在文章中

提出了一个“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的观点，

配以反面事例进行批判，殊不知“后天下之忧而忧”的意思

是“天下人都忧愁了，我也忧愁”，应该说还是包含了“忧

天下”的思想的，作为反面论点来批判，显然不妥当了

。1990年上海卷《时间啊，时间》，这中间隐含了很多重要

的信息。与《时间》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客观地、冷静地审

视“时间”这一概念，文题中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格，中间又

夹了一个感叹词“啊”，必须融进对“时间”的慨叹，要用

抒情、议论的笔调。所以，对命题内涵的审核，不能掉以轻

心。 分析外延。引申型命题，用作为引子的某一件事或某个

事物命题，要求借题发挥，展开议论。如《从“萧何追韩信

”谈起》、《熊猫废物箱的联想》等。比喻类比型、象征型

命题，要做到比喻贴切，紧扣“类比点”，充分而深刻地揭

示类比事物和所要说明的道理之间的共同属性，从中类推出

所蕴含的共同道理，选择的生活现象越典型，蕴含的道理就

越带普遍性，议论就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分析关系。通

常所提供的概念之间或是因果关系，或是目的关系，或是条

件关系，或是递进关系，或是并列关系等等，有时，多概念

之间还会是循环关系。如1988年上海卷作文题“清流与活源

”，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水能保持清流，是由于它具

备了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注入的条件，因此，两概念之间是条



件关系，明白于此，才能写出诸如“生活是写作的活源”之

类的哲理来。又如1989年上海卷作文题是“中学生活的回顾

与思考”，“回顾”与“思考”既是并列关系，又是目的关

系，“回顾”的目的是为了引发“思考”，即由对中学生活

的回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有些考生因为没有辨清“回顾

”与“思考”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不免陷入审题误区。 分

析结构。通过对题目的语法结构做出分析，以确定作文的思

维走向。比如： 独词式：父辈(1994#8226.湖南、云南、海南

卷) 这是一个动宾式短语，“要学会”这一动词词组所带的宾

语是“关心别人”，题目的范围应该谈“关心别人”这种美

德，似乎不会有误。但题目还对写作的角度做了要求，须从

“要学会”的角度写，这实际上是告诉你“关心别人”的美

德并非与生俱来，是要从学习中得来。有了这样的分析，就

不会出现大谈“如何关心别人”，而忽略“要学会”这层意

思。 单句式：有感于五十年前的今天(1987#8226.全国) 这是一

个并列关系的复句。写作时理应“忧”“乐”并举，重前略

后或重后略前都会给人以失重之感。 (3)比较法。如果一时对

一个题目的写作重点把握不准，那么，不妨把另一个相似的

题目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从中明辨各自不同的议论重点，

进而审清题意，也是一种好方法。 比较命题的关键词。如把

《赌博的由来》和《赌博的危害》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

理解前一个题目的重点是要挖一挖赌博的“根”，考证一下

赌博是怎么“起源”的，扣住“由来”进行议论，后一个题

目则要重点议论赌博的危害性；又如《“下笔如有神”新解

》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两个题目，似乎很相似，

实际上大相径庭。前一个题目中有“新解”两字，那就不是



要求论述第二个题目中杜甫原诗的内容，不然，又“新”在

何处呢？而且恰恰相反，从“下笔如有神”五字加上了引号

来看，题意显然不是指杜甫原诗“读书破万卷”的结果了，

那又是什么导致“下笔如有神”了呢？就值得仔细思索；如

再对其中的“神”着重评点议论几笔，这才是“新解”了。 

比较命题中概念的关系。如虽然都由概念命题，但概念型命

题是阐述一个概念；而关系型命题则要论证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个人和集体》、《人格与国格

》、《天才#8226.条件》等。对比型则用两个可以对比的概念

或事物来命题，它要求论证两者的对比或转化关系，如《自

卑与自负》、《失败和成功》、《电脑和人脑》等。 比较题

目的文体特征。通过比较，辨明评议型、引申型、考证型、

感想型等命题的细微差别，如评议型要求评事议理，引申型

要求借题发挥，考证型要求查核证实，感想型要求夹叙夹议

。审题时如把握住这些细微的差别，议论时就能精确地体现

命题意图。 比较命题的类型。如比喻类选择能作为比喻和类

比的事物命题，要求揭示比喻和类比事物所蕴含的道理，像

《清流与活源》、《科学家和春蚕》、《赏花#8226.护花》等

。象征型则选择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命题，要求论述事物所象

征的某种精神和品格，如《“绿叶”赞》、《路标》、《小

草的风格》等。 对相似题目的比较辨析，可以帮助我们懂得

怎样排斥写那些不合题意的内容或材料，而且启发我们避开

“相似题目”的雷同构思，把握住写作重点，并有可能在文

章中议论出别人未觉察出的新意来。 熟练地运用这三种方法

来审题，也就可以说掌握了命题文的审题技巧。南朝刘义庆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一个故事，说的是晋朝桓温领兵北征



，命令袁虎靠着马拟公文，袁虎倚马而作，把握要求，手不

辍笔，一挥而就七纸文章，命题作文作得十分出色，被后世

称为“倚马之才”。现在，你掌握命题作文的审题技巧了吗

？经常训练，锻炼自己思维的针对性和敏捷性，你也能成为

具有快速写作能力的“倚马之才”的。 3、例文讲析 战胜脆

弱 七月流火，知了热得在树上吱吱啦啦的叫，而我站在成绩

公布栏前，心却一阵阵发冷。黑色七月，我终于没能逃脱厄

运。 回到家里，不吃不喝睡了两天，没有人理我。爹妈都是

老实的农民，都指望我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也好光宗耀

祖，而我却交了一份无力的答卷，没能给他们挣到脸面。 第

三天早上喂罢牛，爹就叫我起来同他一块去开一块荒地。我

们村属岗地，好田不多，所以每家都要种一些荒地。我有气

无力地跟在爹的后边，我可以不吃不喝，但我却没有理由不

干活，因为我生在农家。 清晨的风吹着，倒也不怎么热，其

实并没我什么活，只是把整堆的土粪撒开就行了。我坐在地

头看爹犁地，因为爹并没叫我走。随着牛铃声一次次由近到

远，又一次次由远到近，天气也越来越热，把一块地犁完是

不可能的了，我心里想。果然，在火热的太阳下，那头老牛

的汗开始顺着布满一根根突出的血管的瘦腿往下流，喘气越

来越重，走得越来越慢。我抬眼望父亲，他也一脸的汗水，

眼望着牛，眼神中分明流露出关爱和感激，这头牛为我家出

力已六七年了，但父亲并没有停止吆喝，手中的鞭高高地扬

着，不肯放下。 一下又一下，鞭子每打一下，那头老牛就快

走几步，每一鞭打在牛身上，也像打在我的心上，我的心一

次次抽紧。我并没有劝父亲回家，我知道，种地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因为心疼牛就及早回家。 中午时分，一块地竟犁完



了，父亲甩完最后一下鞭子，老牛用力向前迈完最后一步，

父亲停住了，我的泪也流下来。“爹，我想复读。” 就这样

，我成了一名复读生。每当生活中学习中遇到困难，我都会

想起父亲所甩的最后一鞭，最后一鞭也是那么响亮，那么有

力。 感谢老牛，感谢父亲。 [评点]“战胜脆弱”是一个动宾

短语，它的题眼是动词“战胜”，因此，立意、构思就应该

把重点放在表现“由脆弱而坚强”的过程上。作者找准了这

个题眼，以朴实无华的笔调述说了自己心灵演进的一段轨迹

： 七月成绩公布心灵遭受重创； 回家不吃不喝睡了两天绝望

； 不得不下地干活无奈； 老牛拖着血管突出的瘦腿艰难犁地

，父亲虽对牛关爱和感激，但仍吆喝着，高高扬起手中的鞭

子目睹； 鞭子打在牛身上，也像打在我的心上感动。 对爹说

：“爹，我想复读。”坚强； 感谢老牛，感谢父亲为何？ 读

者不难悟出，老牛和父亲启示我们：生存需要坚强。 没有浮

夸的辞藻，没有做作的矫饰，只有一段白描的记述，一段真

情的流露。如此贴切的立意，如此感人的构思，这跟作者找

准了题眼有很大的关系。 4、针对性训练 (1)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 提示：这是一句名言，题意清楚。要确立文章的中心，

照样有一个审题的过程。标题是比喻：行千里路，必须从脚

下开始。必须赋予本义：任何远大的理想，都必须从现实生

活开始。还要选择恰当的角度：理想可以是社会的，也可以

是个人的，而个人理想又可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现实

生活开始，依然难以把握，单从个人理想看，可供选择的现

实起点有：从本职做起(工作上看)、从现在做起(时间上看)、

从点滴做起(具体事情上看)。 (2)有人说：“你对生活笑，生

活也会对你笑。”对此，你如何理解？请你以此为话题写一



篇作文。 [提示]该句中有两个词语“也”、“笑”很关键，

“也”标明“你”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互动性，“笑”实

际上富有隐含意义，含有乐观的意味在里面。明白了这个内

涵，我们就可以确定写作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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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