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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原则 (1)整体性原则。要视文题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审题

，明确题目、材料及其要求中的限制部分和未限制部分。限

制部分必须严格遵守，未限制部分要认真分析判断，充分利

用所给的条件。不能只抓其只言片语，以偏概全。 把握材料

实质。提供材料作文与命题作文相比，看起来像是给考生提

供了方便，其实是增加了难度。在材料作文中，所提供的材

料既是考生作文立意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文章的立意必

须从材料中来。文题有显性的信息，也有隐性的信息，隐性

的信息如言下之意、比喻之意。对此，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到

本质。1999年上海卷《回声的启示》，讲的是一则寓言。一

定要吃透其寓意：你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那么

，他人、社会、自然也会善待你。如果你只是讨论那个小孩

如何如何，显然只是停留在材料表面，就事论事了。仔细阅

读原材料，整体把握原材料，找出原材料的隐含信息，扣住

原材料的中心来拟题。这是材料作文的最佳选择。 把握写作

范围。准确把握材料涉及的范围，有利于考生在规定的范围

之内找到适合自己写作的最佳切入点。以“自信”为例，“

自信”就是“相信自己”，那么“自己”是不是只包括考生

个人呢？不是，小而言之，可以指考生本人，也可以指考生

熟悉的另外一个人；大而言之，可以指一个集体，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考生既可以叙写自己或别人有

关“相信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写基于“相信自己”的生活



感悟，也可以表达自己对“相信自己”的意见、看法等等。

想使文章获得高分，还要把你对“相信自己”之于生命存在

方式的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命价值攀升的理性认识，蕴

含在生动形象的故事或深刻的议论之中，不宜在青少年是否

应该有“自信”的层面上发肤浅的议论。 辨明材料关系。高

考作文提供的材料可分为单项材料和多项材料两类。单项材

料的审题相对单纯。而对于多项材料，审题时要辨析材料的

异同，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挖掘材料蕴涵的意义，准确把

握命题意图。多项材料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同义关

系。指材料的性质、蕴含的意义、体现的观点相同。如2004

全国卷所提供的材料中的这两则： 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

。(波兰谚语) 应当耐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认真考虑指责你

的人是否有理。(达#8226.芬奇画蛋”的故事，1983年全国卷

中“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的漫画《挖井》，1995年

全国卷作文题中《鸟的评说》的寓言诗，都属于阐述型的材

料。文题中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信息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审题时，要全面分析，不轻易放掉一字一句。有的材料不一

定要扣住中心写，只涉及一方面就行。例如《画蛋》，你写

“苦练基本功”也行，你写“名师出高徒”也没错。有的材

料则要扣住材料中心写，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这个原材

料的中心是“毁人才容易，培养人才难”；《鸟的评说》这

个材料的中心是“看人看事要全面，要一分为二”。 论辩型

材料。这种类型的材料往往包含两种以上不同的观点，或是

非曲直错杂，或相互对立，作者应从中找出谬误进行辩驳，

或是从对立的观点中选择一个展开议论。如1984年关于作文

改革的讨论，1989年关于报考志愿的困惑和苦恼，1991年选



“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的辩论稿。 引申型材料。

这类材料所涉往往只是自然界的事情。写作时一般不应就事

论事，而应将材料引申，进行类比立意联想可比之事，可比

之理。材料在这里不是主要的写作对象，只是用来引发联想

的引子，具有类似特点的社会联想才是思考的对象。1981年

全国卷作文题“毁树容易种树难”，1986年全国卷作文题“

树木#8226.气候”，1990年全国卷作文题“花与刺”，都属于

引申型的材料。 鉴赏型材料。如1996年全国卷作文题，要求

对两幅漫画欣赏比较，说明自己更喜欢哪一幅。那就要依据

一定的审美标准对材料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分析评说，谈自己

获得的审美感受。 其实，材料归根结底分为两类：一类对材

料本身所述事实阐明看法，叫事例型；一类对材料所影射、

比喻的现象展开议论，叫比喻型。前者的材料是事例，是话

题，取其本来的意思；后者的材料是媒介，是喻体，取其影

射的意思。1992年全国高考作文题要求就候车亭前关于玻璃

瓶的一幕展开议论，就属于事例型，切不可生造个比喻义来

；1990年全国高考作文题要求就玫瑰花和刺展开议论，就属

于比喻类题目，也不要错把它当成事例型。漫画材料一般都

属于比喻型，它往往用夸张、幽默、讽刺的手法反映现实，

写作时，应把它还原成现实，而不应就画论画。如1983年的

高考题“挖井”就是此类。 (2)全面审视，把握显、隐全部信

息。 如1997年上海卷《我看课外阅读》，有三则材料，一是

讲青少年阅读面狭窄，二是讲大多数家长为孩子买的书是教

学辅导读物，三是讲青少年课余读的大多是漫画武侠等休闲

作品，它们是一个整体，在审题立意时应把三则材料统摄起

来考虑。如只看到材料三，把论点定为“多看漫画、卡通、



言情、武侠等休闲作品对青少年课外阅读无益”，显然是审

题时把三则材料割裂开了。 所谓“隐含信息”，是与“明示

信息”相对而言。是从材料“字面”上看不出的信息。例如

《鸟的评说》，这首寓言在“字面上”并没告诉你“看问题

要全面”，但这个道理包含在里面。许多人对显性信息能注

意，而对隐含信息容易疏漏。隐性信息如果没有把握，写起

来就会跑题。 (3)推敲关键词句，找出材料的突破口。 抓住材

料中能够揭示内容的关键词句反复推敲，这些词句是材料中

的“眼”。如下面材料。 高尔基《花致M#8226.彼什柯夫》

：“要是你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己一生留给人们的

都只是美好的东西鲜花、思想、对你的非常好回忆那你的生

活将会是轻松和愉快的。那时你会感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你，

这种感觉会使你成为一个心灵丰富的人，要知道给永远比拿

愉快。” 这是高尔基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的片段，其中的关键

句是“给永远比拿愉快”。抓住这个句子，便可提炼出观点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4)求同寻异，抓

住材料的“关联点”。 材料一多，材料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

不同的关系。怎样抓住多则材料间的“关联点”？ 求同法：

提供的几项材料在形式、内容上虽不相同，但在内涵上有共

同性，相通性。审题时，就是要找出材料间的共同点。如下

面一组材料： 李时珍经过27年的调查研究，写成《本草纲目

》；埃文利希发明六零六药物，失败了605次；巴甫洛夫研究

条件反射30年，才写出了《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马克思

用14年时间才写成《资本论》，爱迪生发明电灯也经历了数

百次失败。 材料分别列举了五个人的五件事，相对独立，各

不相同。但相互间都存在着共性伟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



成就，是因为他们都能认准目标后就坚持不懈，长期奋斗，

不怕失败。这个共性就是材料的中心内涵，也就是我们要归

纳的中心论点。 求异法：如果几项材料中既有正面的又有反

面的，那么在审题时，首先，就应找出正反材料之间的对立

点，从正反材料的对比中得到启发，提炼观点，立意成文。

如下面两则材料： A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B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这两则材料的观点是对立的。材料A说明

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品质，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

；材料B说明人即使处在污浊的环境，也能不受污染，形成并

保持高尚的思想品德，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找它们

的“关联点”时两方都要注意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看出

，这两则材料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即都是说人或

事物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5)由表及里，挖掘材料和生活中最

本质的因素。 要写出符合题意的文章，首先对材料要有深刻

的理解。如就下面这则材料进行分析，写一篇议论文。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射击场馆，为了防

止记者打手机干扰选手，场内贴有醒目的“请勿打开手机”

的警示。但还时时有手机铃声响起，而且总是中国记者。 从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人的修养、公德问题。这样写，当然可

以，但只停留在材料表面不会深刻，也难有新意。往深层次

看，这些“记者”，应是有知识的“文化人”，应该懂得这

些起码的常识，由此看来，“有文化”不等于“有公德修养

”，再提出要进行公德修养教育的紧迫性。这样论述，就避

免了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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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