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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1/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8_90_c66_471294.htm 关于审题 审题，就是通过对考

题的审视、分析，确定写作的方式、范围和文体，把握写作

中心和立意方向。审题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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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审题要过细，构思要充分利用所给的条件。 仔细审视，题

目的叙述，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此文的框架，即业余爱好的产

生过程、具体表现、个人的收益与感受。 三、审题要为立意

作好准备。 立意所在往往就是命题作文的题目重心。立意之

处可以是读书能教人以美德，把人引向坦途，造福于社会；

也可以从读书对文明影响方面立论，如语言修养、行为礼仪

、陶冶情操等。 总之，审题的目的是把写作规范于一定的条

件和要求之中。考生应强化审题意识，把握审题方法，养成

良好的审题习惯。 关于立意 立意，就是指记叙文中确立主题

思想，议论文中确立中心论点（立论）。立意的原则是联系

实际，即联系社会现实和考生自己的工作、生活、思想实际

。立意的要求是正确、鲜明、集中、深刻、新颖。审题和立

意是写作中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的两个环节。审题是写作的

前提，立意是写作的关键，也是写作的难点。为此，考生在

立意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要全面分析题目，准确理

解题意。 尤其是给材料作文，要认真阅读材料，辨析其多层

意义，在把握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准确立意。例如，习作：据

报载，今年某大学对全校学生进行了一次语文水平达标测试



。在这次稍稍高于中学语文水平的测试中，达到及格线最多

的是本科生，也仅有60%，最少的是博士生，才有30%.一位

比较优秀的本科生留校作助教，为一位研究生导师整理书稿

。书稿送到出版社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原因很简单，出版

社的编辑只粗粗浏览了一遍，就发现了200多个错别字。针对

上述材料，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议论文，题目自拟。这是一

个易于引人思考的论题。有的考生从“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谈起，立论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虽然立论面过宽，论述易流于空泛。也有的考生没有认

真阅读材料，劈头就说：“堂堂的中华民族，一个拥有十二

亿人口的大国，居然只有屈指可数的少得可怜的那么一点人

汉语水平过关。”这样粗心，而且带有情感定势意味，写下

去必然偏离题意。有些考生从大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入手

，立论为“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质势在必行”。这就准确地

理解了题意抓住了主要矛盾。由于立论集中、鲜明，论述会

针对性强，有说服力。 二、要重视立意能力的训练和发挥。 

立意是一个综合运用观察、分析、综合、想象、联想等多种

能力的思维表达过程。考场作文的一个特点是在可写性与可

发挥性之间的空间比较大。因此，考生应从训练思维能力入

手，提高立意能力，并在考场上得以发挥。一是思维的广泛

性训练，多角度立意。所谓角度，就是观察、分析事物的着

眼点，也是文章立意、构思的出发点。各种事物本来就具有

多义性。“一树梅花万首诗”。同一个题目，同一个材料，

从不同的写作意图出发，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把握，就会从

中提炼出不同的思想意义。考生在拿到题目时，要广开思路

，选一个自己理解清楚、体会深刻、有话可说的角度去立意



，铺陈成文。思路越开阔，立意的角度就越多，立意的选择

余地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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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