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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_E8_80_83_c64_644517.htm 知识要点： 1、标题是作文的眼

睛。如果文章拥有一双迷人的“眼睛”，读者对本文便会一

见钟情。 2、“题好一半文”。 3、从内容上看，文章的题目

要力求新颖脱俗，使人一见有为之一震的感觉。 4、从立意

上看，要“求真求细”“量体裁衣”，力求让拟定的题目能

概括文章的主要精神。 考试说明： 近几年来，无论是高考，

还是中考，作文命题的思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命题者为考

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提供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的写作自由。那么，话题作文如何为自己的“文章”巧

施“脂粉”，使其呈现富有表现力的清新面孔呢？ 1、巧用

修辞修辞能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能够生动鲜明地把意思表

达出来。如： （1）比喻《我渴望老师的“阳光”》（四川

成都）以“阳光”喻暖人的关爱，简洁含蓄，如将喻体换成

“热情帮助”之类，则索然无味。又如《我发现女孩也可以

做“太阳”》（江苏南通）、《家，我们成长的避风港》（

山西长治），这些设喻佳题也都富于文学色彩。 （2）借代

辽宁大连一位考生紧扣母亲乌黑发丝中的白发展开叙写，揭

示岁月无情、母爱无价这一真谛，给文章拟题目《黑白债》

，借色彩代本体，又亮出线索，寄托深情。又如《人生需要

掌声》（安徽合肥），这一标题借“掌声”代“鼓励”，也

很有创意。 （3）层递《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浙江温

州）读书的兴趣、方法和作用在递进中表达得简练生动。 

（4）比拟《小树又快活了》（江苏盐城）《读水千遍真有趣



》（陕西西安）前者运用拟人辞格让小树具有人的感情，后

者把“水”拟作能“读”之物，用的是拟物辞格。 （5）对

偶《朋友最真，友情最贵》（吉林长春）、《读智慧之书，

做有用之才》（浙江温州）这两例都将文旨浓缩在整齐对称

的句子中，体现出考生善于推敲的语言功夫。 （6）对比《

躺着读书，站着做人》（浙江温州）“躺着”与“站着”形

成姿势上的对比，使得标题包含哲理，令人回味。 （7）双

关《我最需要一剂良药》（安徽庐江）文中“良药”既能治

腿疾有能治心病，一语双关，内蕴丰富。 （8）设问《错？

对！》（江苏南京）先问后答，以简驭繁，又穿插标点，构

思巧妙。 （9）反问《中国的教育家，您难道还没发现吗？

》（河北唐山）反问中饱含着摆脱应试教育重负的强烈愿望

，观点鲜明，言辞恳切。 （10）顶真《读书乐乐读书》（浙

江温州）《活读书书读活》（同上）这两例运用顶真兼回环

辞格，风趣地展示读书之趣、读书之乐和读书之法。 （11）

反语《我发现了家中的“贼”》（河北石家庄）家中几次“

失窃”，“作案者”原来是瞒着别人给灾区寄钱的一家人的

三个成员，题中用“贼”，贬词褒用，凸现一家人的高尚品

德，幽默风趣。 （12）仿拟《我是服务的小行家》（湖北武

汉）《读书就是爱自己》（江苏徐州）前者仿歌词“我是卖

报的小行家”，后者访广告语“爱你就是爱自己”，鲜活生

动，点明主题。 （13）引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浙江温州

）、《风物长宜放眼量》（内蒙古呼和浩特）前者形象地表

现读书的作用，后者揭示消除“代沟”的思想方法，引用名

句作题目，能较好地体现考生的文学积累和修养，给人耳目

一新之感。 （14）反复《“我”为我服务》（湖北武汉）前



面的“我”为克隆人，两个“我”重复，设置悬念，新颖醒

目。 （15）通感《绿色可听》（青海西宁）作者沟通视觉和

听觉，“听”出了窗外绿色世界的欣欣向荣，视觉独特，别

出心裁。 2、善于引用 （1）引用诗词古典诗词有着丰富的象

征意义和内涵底蕴，用它们来作题目，一是不落俗套，二是

读者喜闻乐见，富有亲切感。台湾作家三毛的小说《蓦然回

首》用的就是宋代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宵》中“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词句；又如鲁

光的《中国姑娘》中，有一段写袁伟民训练女排姑娘时近乎

残酷无情的内容，小标题为《道是无情却有情》，就是活用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运用古诗词或成语典故来作标题，

还可以显示出作者浑厚的文学素养和不同一般的写作功底因

此，常用的一种拟题方法。 （2）引用歌词现在的流行音乐

中，不少歌曲的歌名、歌词非常优美，借用它们作文章的标

题，既显得活泼风趣，又容易把读者带入文章所创设的情境

。如一位同学在中考作文时自拟的题目是《因为爱你》，见

到这个题目，读者一定会惊讶不已，想不到考场里还有这样

大胆的学生！可当你阅读时，发现作者记叙的原来是一段与

网络有关的故事，结尾时他又巧妙地引用歌曲里“因为爱你

，更珍惜我自己”的歌词，全文可谓浑然天成；《女孩四重

奏》讲述的是女生寝室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晴天?阴

天?雨天》讲述的是自己一天的几次误会。 3、借用符号 （1

）标点符号属无声的语言，用之拟写文题，清新活泼,形象生

动，往往给人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如2000年浙江一考生所

拟文题为“人生，丰富多彩！”，作者以感叹号为题，语势

铿锵有力，形象地表明“人生没有固定的格式”，并点出只



要“把握好手中的生活之舵，人生将丰富多彩”这一主旨。 

（2）将数学符号引进标题，借以昭示所要表达的主旨，具有

直观、醒目、富有哲理、吸引人等特点，往往收到出奇制胜

之效。近年来正悄悄兴起于全国各类报刊，话题作文的拟题

亦不妨借用之。2000年江苏一考生以“10-1=⋯⋯”为题，巧

用数学符号组成等式，设置悬念，为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

间，对生活中的“10减1”现象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可

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4、其他形式 （1）转换角度有时我们还

可以从反面，或是从侧面来拟题。如《下周我不回家》这个

题目就很有吸引力，写的是作者和爸爸消除误会之后，决心

少回家，以认真的学习态度回报父母的故事；《第四号戒令

》从侧面来写老师对学生的过分约束，读时令人忍俊不禁，

读后发人深思。 （2）故设悬念文章的题目最忌“千人一面

”。在标题里设置悬念，把文章一波三折的情节含蓄地展现

出来，才能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这种方法简单、易学。同

时，一个富有悬念的题目，也会让你觉得有话可说。如《女

生传来的纸条》这个题目就很典型：这位女生为什么要给男

生写纸条呢？纸条上都写了些什么话呢？结局又会如何？读

者一看题目，便有了这么多要弄明白的问题，自然会产生读

下去的强烈愿望。又如新闻标题《当列车驶来》也属于这一

类。 让文章标题新颖、曲折、吸引人，当然还有很多方法。

不过，我们要注意不管用哪一种方法，一定要“不窘于题而

又不失其题”，要像孔子说的那样，“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同学们若能认真注意到这些方面，必将得到意外的收

获。 [11]一位小学老师要学生在方格本上写一个“a”字，要

求把这个字写满。结果有一个孩子写了一个大大的“a”字。



这个字几乎占满了全篇。老师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偷懒

、胡闹。 根据上述材料，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把看

法浓缩成论点型标题。 导思：这是一道拟题训练题。角度很

多。 1、你可以就事论事，如：有的同学说：“从小偷懒胡

闹，大了怎么得了？”有的同学批评老师布置作业交代不清

，标题拟为：“说话要力求准确，无歧义”。有的批评老师

教育方法不对，过于严厉，拟题为“要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

”。还有的说老师布置作业太烦琐，拟题为“干嘛非写满全

篇？”这些标题都是从材料中提取出来的，但都只作了表面

文章，十分浅俗，很难给人以启迪。 2、你也可以透过现象

看本质，进一步挖掘它的深意。如：有些同学经过深入分析

思考拟定了以下标题，如“拒绝框框！”“敢于破‘矩’，

标新立异”“冲破束缚，锐意创新”“鼓励创造，发展个性

”“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刻板僵化的教学模式该废止了

”“规矩扼杀个性的枷锁”“开启智慧的大门”“谁扼杀了

我们的想象力？”“是培养人才还是庸才”“不要扼杀个性

的萌芽”“这个‘懒’偷的好”“标新立异‘好’”“妹妹

你大胆地往前走”等等，都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确能给人

一定的启迪。 相信你能拟出有一定深度、一定新意的论点型

标题来。 [12]秋天，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始了。一个外地学生

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他就把包都放在路

边。这是，正好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年轻学生走上去说：

“您能不能替我看一下包呢？”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

生于是轻装地去办理各种入学手续。一个多小时以后回来了

，老人还尽职尽责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年轻学子谢过老人

，两人各自走去。几天之后，北大开学典礼，这位年轻学子



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正是那

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请根据上述材料，拟一个论点型

标题。 导思：这道拟题训练题的角度也颇多。 1、如果就事

论事，做表面文章，则拟题为：“助人为乐”“平易近人，

以身作则”“一诺千金，负责到底”“谦逊为人，长者风度

”。 2、如果稍稍挖掘一下，则可拟题为：“开学第一课”

“北大第一课”“人间自有真情在”“渊博的学识，高尚的

人格”。 3、如果再深一层，则可拟题为：“己所欲，施于

人”“不以善小而不为”“可敬的赤子之心”“质朴无华见

纯真”“自然心最高的境界”“金子般的平常心”“难能可

贵的平常心”“呼唤平等与博爱”“超凡脱俗境界高”。这

些标题赞颂季先生平凡中的伟大是真正的伟大。 4、还可以

从赞扬或批评学子的角度立意：“人的尊严与平等”“留住

诚信”“没有大人物与小人物之分”“人与人只须平视”“

不必仰视，不可俯视”“不必‘惊讶’”，这些都有相当的

新意，这类标题能给人以新鲜、深刻的启迪和教育。 登录百

考试题会员中心，体验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