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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3E_0D_0A_

0A_E9_AB_98_E8_80_83_c65_353753.htm 议论文的写作论点、

论据、论证三要素缺一不可。这其中，论点是统帅，赞同什

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不可含糊其辞。论据是支撑，无

论是引用理论论据还是引用事实论据，目的都是为论证论点

服务，为充实内容服务。那么，在实际写作中，在处理论点

与论据的关系时又有哪些误区？该怎样正确地处理论点与论

据的关系呢？ 论据使用的误区 误区一：不合主题，牵强附会

。 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不理朝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叛

军即将攻入长安，唐玄宗听从了杨国忠的建议，逃往蜀地。

逃亡途中，随行将士越想越气，好好的长安呆不住，弄得到

处流亡，受尽辛苦。于是他们杀死了杨国忠并要处死杨贵妃

。这可把唐玄宗难住了，他怎么舍得杀这个宠爱的妃子呢？

但是众怒难犯，唐玄宗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好狠了狠心

，作出了痛苦的选择，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别的地方，用

带子勒死了她。于是才出现了马嵬坡上那一幕：杨贵妃泪眼

涟涟，唐玄宗掩面不救，一群大雁在空中低飞⋯⋯ （选自高

考三类文《那一滴晶莹的泪水》） 误区揭示：这个材料写的

是“马嵬坡事件”，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论据，但是，读罢

这个材料我们感觉到能证明的观点是“选择”或是唐玄宗“

忍痛割爱”，而与本文的话题“感情亲疏与对事物的认识”

毫无关系。作者牵强附会，非要以此来论证主题，就犯了材

料、观点不相符的毛病了。此类现象在考场作文中颇多，值

得关注。 误区二：语焉不详，不够准确。 是谁发动了震惊中



外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他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

，认识到只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不

能依靠外国的力量。当时日本的铁蹄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

，可谓危在旦夕，而国内又发生内战，为日本侵华创造了有

利时机。后来历史事实证明了他的分析，经过八年的艰苦抗

战，我们终于胜利了。 （选自高考三类文《读历史》） 误区

揭示：事实论据在运用时要注意事件人物、时间、背景和过

程的准确性。有的考生由于记忆不准，时常出现语焉不详、

张冠李戴的现象。这种“硬伤”一般难逃阅卷者的法眼，成

为影响得分的重要因素。如上面一例，将发动“西安事变”

的发动者说成张学良一人，实际上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发

动的，而且对事件背景的分析也有不妥之处，这些错误会使

材料的说服力大打折扣，从而无法达到论证观点的目的。 误

区三：直说结果，缺少分析。 用心雕琢心中充满坚强的天使

。史铁生曾经说过：“困难的本质对于人的伤害是一样，如

果不去寻找意义，生命就真的没有意义了。”他二十一岁因

病残疾，大半辈子坐在轮椅上，晚年还受尽疾病的折磨，著

名的《病隙续谈》（《病隙碎笔》）也是花了将近四年的时

间辛苦完成的。然而身体的病痛打败了他吗？没有，坚强的

史铁生还被认为是近代最爱笑的作家之一。只有筑起心中坚

强的墙，才能战胜困难和挫折，取得成功。 （选自高考二类

文《雕琢心中的天使》） 误区揭示：这个例子是议论文写作

中论据使用失误的典型，这种运用方法一般是“材料 结果”

的形式，它缺少的恰恰是能使文章“深刻”“说理透彻”的

重要一环剖析。在上面文段，作者给出了史铁生这个素材，

然后直接给出结果“然而身体的病痛打败了他吗？没有”。



至于史铁生究竟是怎样“雕琢心中充满坚强的天使”的，这

种雕琢的过程表现出人物怎样的精神并没有深入剖析。解决

这种病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强化“剖析”意识，二是学会

“剖析”方法，比如假设剖析、因果剖析等。 误区四：一味

堆砌，缺少联系。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为了写一部史书，从小

研读库存史书，在不幸遭受宫刑之后，他并没有因为世人的

白眼与唾弃而选择放弃，更加潜心钻研经史。他终于写出了

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成为

了厚实宝贵的文化遗产，千古流传。 文化英雄鲁迅用他那刀

枪般锋利的文字与国民党，与黑暗社会作斗争，虽然反动派

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进行迫害，但鲁迅毫无惧色，反而写出

来的文章一篇比一篇捅得敌人心痛。 （选自高考二类文《面

对挫折》） 误区揭示：写议论文少不了论据，但是不是把几

个论据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呢？显然不是的，上面文段举出

两个人物事例，却不对两个事例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剖析，只

是简单地排放在一起，这样用材料有什么论证效果呢？像这

种运用人物材料的作文在高考中比比皆是，应当引起大家的

重视，“议论”必须做到“摆事实，讲道理”，光摆事实是

没有用的。像上面的材料，第一段后要剖材料与主题的关系

，第二段后也要剖析材料与主题的关系，最后还要把两则材

料结合起来再深入剖析与主题的关系。 正确使用论据的技巧 

技巧一：引用、举例相结合。 在议论文的写作中，既讲究理

论论据，又讲究事实论据，事实可以直观地再现情景，引用

可以借名人之语增强议论的力度，二者的结合是议论文常用

的写法。 是爱迪生吧？他一手持蛋，一手持表，准备把蛋下

锅煮五分钟，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一桩发明，竟把表投在锅里



，两眼钉着那个蛋。 是牛顿吧？专心做一项实验，忘了吃摆

在桌上的一餐饭。有人故意戏弄他，把那一盘菜肴换为一盘

吃剩的骨头。他饿极了，走过去吃，看到盘里的骨头叹口气

说：“我真胡涂，我已经吃过了。” 这两件事其实都不能算

是健忘，都是因为心有所旁鹜，心不在焉而已⋯⋯ 忘不一定

是坏事。能主动地彻底地忘，需要上乘的功夫才办得到。孔

子家语：“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

妻，有诸？’孔子曰：‘此犹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

”徙而忘其妻，不足为训，但是忘其身则颇有道行。人之大

患在于有身，能忘其身即是到了忘我的境界。（梁实秋《健

忘》） 运用指南：在上面文段中，围绕“健忘”这个主题，

作者精心选材，通过“爱迪生”“牛顿”“白居易”三个事

例说明“健忘”的涵义、范围，之后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明“

忘不一定是坏事”。这些材料事实确凿，引用恰当有力，典

型准确，很有说服力。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典型的材料

，说理怎能服众呢？观点怎能突出呢？ 技巧二：同类互补，

深刻剖析。 冰心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美

丽。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细雨。

”如果遭遇挫折，仍能以奋斗的英姿与之对抗，那么这样的

人生是辉煌的。 当苏武被流放到北海时，北海的羊群咩咩地

叫着，似在欢迎这位坚贞不屈的大汉臣子。这十几年的痛苦

如果可以当作是一次挫折，那么这次挫折无疑是痛苦的，可

是这位牧羊老人从未曾放大痛苦，于是十几年后，大汉的丹

青上书写下了民族不屈的坚贞气节。昭君出走大漠，丝绸之

路上又多了一串驼铃的丁冬声，“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

恨曲中论”不应该是她真实心态的写照吧！如果不赂画师，



终至出塞算是一次挫折，那么是挫折换来了汉匈两地人民的

短暂安宁。 苏武和昭君的举动应该是对直面挫折、缩小痛苦

的心理的诠释。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因此直面挫折，化解痛苦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选自高

考满分文《生命是一朵常开不败的花》） 运用指南：如果手

头有两个以上的人物素材该怎样用呢？可以将几个论据用排

比方式组合起来，相互补充，形成集团效应。但要注意决不

能只是简单的材料堆积，要注意对材料的共同作用进行深刻

剖析，将摆事实与讲道理有机结合起来。上面文段以“直面

挫折，化解痛苦”为中心，联想到两个具有同样性质的人物

：苏武、王昭君，然后又对两个人物所蕴含的精神进行深刻

剖析，从而有力地突出了主题。 技巧三：正反对比，突出主

题。 贝多芬甩开了尘世的喧嚣，在音乐的国度里尽情跳跃；

居里夫妇抛弃了名利的纷扰，在科学的世界中迈出了更深远

的步伐；陶渊明忘却了世俗的黑暗，在自由的南山中悠然采

菊⋯⋯他们的人生轻松徜徉，嗅着人间的芬芳。而别里科夫

被世俗束缚在套子里，葛朗台被金钱拖至了死神的身边，他

们没有全力轻松地奔跑，最终被卷入世俗的浊流中⋯⋯（选

自高考满分文《 轻松起跑》） 运用指南：面对同一个话题，

总能找到正、反两方面的人物素材，运用对比手法将这两种

人物放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比较，优与劣、好与坏、美与丑

自然会更加鲜明突出。这种方法可以广泛运用于各种文章的

写作中。如上面文章，将“贝多芬”“居里夫妇”“陶渊明

”同“别里科夫”“葛朗台”进行对比，两类人物的精神高

、劣显而易见，文章的主题也能得到鲜明地突出。 技巧四：

连续设问，强化论证。 苹果落地在我们看来是最寻常不过的



事，苹果熟了掉下来砸着苹果树下的人也是司空见惯的，可

苹果掉在牛顿头上却“砸”出了震惊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

“砸”出了奠定物理力学基础的三大力学定理，为科学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你能说牛顿是因为比我们多了份

机遇才有如此伟大的创造吗？假如曾经有苹果砸在你头上，

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你是在抱怨今天真倒霉，一出门就被苹

果砸到了呢，还是在庆幸自己真幸运，然后赞叹苹果的味道

真好呢？其实，上帝给每个人的机遇是平等的，重要的是你

是否用心去发现并珍惜它。机遇像一块粗糙的石头，只有在

雕刻家手中才能获得新生。而你和雕刻家遇到粗糙石头的概

率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像牛顿这样的“雕刻家”拥有执著

追求的精神，才有伟大的创造。 （选自高考满分文《创造源

于执著的追求》） 运用指南：在议论文写作中，运用事实论

据需要同剖析论证结合起来。可以针对事件，从事件的原因

、本质与发展入手，运用假设思维、因果思维连续提出问题

，进行讨论。在“问”与“分析”的过程中破解事件的内涵

。如上例，针对“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一事件，连续

发问，多角度、多层次探究事件蕴含的内容。说理有据，论

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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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