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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4_BD_9C_E6_c67_474243.htm 行文“曲径通幽”但

应扣题 “文似看山不喜平”，这似乎是人人尽知的道理。许

多学生在写大作文的时候，起的标题比较“耐读”。按理说

，文题耐读，说明文章可能寓意深远，但是这样一个“耐读

”的作文题目，在有限的阅卷时间里，如果不能让评卷人读

懂真正的内涵，并且理解题目背后的意思，那么很可能就会

被误判为离题。 其实，不只是标题如此，正文写作的时候也

是这样，写作手法不能“太绕”，该点明主旨的地方要点明

主旨。阅卷中发现有些答卷通篇只讲了一两个故事，故事讲

完了，文章也结束了，没有一处指出故事的寓意以及与“新

我与旧我”的关系。像这类作文，属于扣题、部分离题还是

完全离题，就值得讨论。评卷者仔细阅读，并且加上自己的

推理，或许能够判断出作文基本扣题。但是能够有足够时间

“揣摩”原意、破解“谜底”的评卷者，毕竟是少数。 过度

引申导致“离题” 大作文的话题是“旧我与新我”，但是有

些答卷的题目竟然是《新中国与旧中国》，虽然都是新、旧

对比，但是对比的主体从题目要求的“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

”的个人主体，换成了国家。虽然文章还算比较通畅，爱国

之心也溢于言表，但是经过评卷小组的讨论，还是下了“离

题”的结论。 这一“离题”现象可以归结为过度引申。许多

学生的作文题目就是直接使用话题“新我与旧我”，缺乏个

性和创新。但是，如果单纯追求独特效果，从题目要求出发

引申过度，又容易导致“离题”现象的出现。 小作文的月饼



销售的题目，有的学生取了“机遇”的标题，写中秋节之前

的月饼能够抓住机遇，能卖个好价钱；中秋节当日和之后的

月饼失去了机遇，身价暴跌。应该说，文章基本上能够扣住

月饼价钱的变化进行探讨，不能说“离题”，但是，强行从

月饼价格出发，引申出“机遇”来，还是显得有些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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