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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_E8_80_83_c64_644516.htm 首先，要把字写好。作文字体

整洁美观，会给阅卷老师以赏心悦目之感。让他们在感情上

认可你，得高分就难免了。曾有人设喻人的一生“100⋯⋯”

其中“1”代表生命，后面的0代表事业、爱情等等，如果没

有生命，其他一切为零。其实，文章也是这样，“1”代表字

，后面的0代表文采、感情等等。字潦草得让人看不懂，文采

、感情等则为“零”。 事实上，我们在中考阅卷中发现学生

并不太重视字迹的清晰，有的把字写得撑破了格子，甚至某

一“竖”某一“捺”踩到下面一行字的脑袋上；有的字小得

如蚂蚁；更多的是自成一家的草书。字迹工整清晰的试卷达

不到五分二。 那么怎样写好字呢？①把字写大一点，可以撑

着格子写，让阅卷老师看得清楚。②力求用钢笔书写。钢笔

书写有笔锋，有力度，美观新亮。墨水颜色深，老师看上去

不吃劲。千万不要用那种极细极淡的圆珠笔书写。③坚持横

平竖直的原则。这样即使单字不好看，但整体上是整齐的。

当然，平时要选好字帖加强练字，使得考试时发挥出来。 其

次，文章字数要足。中考作文一般有“不少于600字”的要求

限制，达不到要求，阅卷老师第一印象就不舒服，得分率自

然降低。 那么怎样能达到字数的要求呢？ ①适当增加描写成

份。一般可以增加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动作描写、

语言描写、心理描写。这样不仅抻长了篇幅，而且还会增强

文章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②增加所叙事情的数量。写一件事

感到文字数量不足时，就可以根据作文要求考虑写两件事或



三件事。如果是议论文的话，可以适当增加论据，或从另一

个角度深入一层地论述论点。 ③增加对照的成分。任何事物

都有其相对或相反的事物存在，将某些对照的事情添写进来

，往往会使内容更充实、中心更突出。 ④多分几段，增加篇

幅。批阅一篇文章，一般说来，看字数总是不考虑每段后面

的空格的。因此，在不影响意思的完整表达时，多分段不失

为明智之举，例如，可将人物之间的对话用分段的方式来排

布等。这样，多分段不仅可以弥补字数不足，还可以收到利

于阅卷的奇妙效果，使阅卷老师很轻松地把握你文章的思想

内容及结构。 再次、要善于捕捉写作灵感。作文是在题目后

灵感的结晶。并不是刻意怎么审题，选什么材料。而是随灵

感的突现，水到渠成的结果。灵感常常呈跳跃性、短暂性和

不稳定性。如果不及时捕捉，灵感就会消逝。再冥思苦想，

短时间内难以记起。在考场这种特定的紧张氛围中，越急就

越打不开思路。因此，当灵感出现时，我们应立即捕捉，可

用极简单的字词或特别的符号将点滴灵感火速记下，然后针

对捕捉的灵感进行联想选材，把显现在头脑中最能突出文章

中心的材料迅速文字化、条理化，就能写出高质量的中考作

文。 第四：写好文章的开头。看人是否漂亮首先是看脸，不

然，当今的整容业也不会这么火爆。同样，老师看作文，给

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开头一段话，如果开头漂亮，给人以先声

夺人、耳目一新之感，阅卷老师给出高分是自然的。难怪古

人把文章开头称为“凤头”。请看2004年山东中考满分作文

《美的发现》的开头： 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美的瞬间，有

春天的百花盛开，有夏天的浓浓绿色，有秋天的累累硕果，

有冬天的银装素裹⋯⋯但我觉得那一瞬间是最美的！ 第五、



主体部分要有亮点。一般的名篇佳作，也并非通篇精美，它

们之所以出“名”称“佳”，也只是其中有一个或几个精彩

的片断或精警性的诗以出“名”称“佳”，也只是其中有一

个或几个精彩的片断或精警性的诗句。这些就是文章的亮点

。中考作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增加亮点： 1、加强环境描

写和细节描写。写人叙事一般人总能做到，比精彩就在环境

描写和细节描写上。环境描写能营造出一种特有的气氛，使

阅卷老师的情绪受到感染。细节描写犹如万绿丛中的一点红

，显目耀眼。平时上课时老师津津乐道我们拍掌叫好的不都

是一些精彩片断或细节吗？ 2、适当运用成语、熟语、歇后

语、古典诗词等，恰当运用修辞手法。运用成语、熟语、歇

后语、古典诗词，可以让阅卷老师感到你知识丰富，积累深

厚，自然产生敬意。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

排比、夸张、对偶、设问、反问等使文章的语言生动形象，

对阅卷老师产生巨大的感染力。 3、恰当运用抒情议论。抒

情可以使文章的感情得到升华，议论常起到画龙点睛、深化

主题的作用。这写文字看似短少，但“磁力”大，它往往能

像闪光的珍珠一样博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第六、结尾要简洁

。文章的结尾可运用抒情议论或者描写文字，将主体内容作

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点示或推演，呼应题目，透出主旨，

可以收到“豹尾一击”，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上文仅是一

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要真正写好文章，需要同学们平

时多阅读、善观察、勤写作。只有这样，考试时，灵感才会

涌出，笔下才能生花。 登录百考试题会员中心，体验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