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中考作文高分攻略：工于记实 善于写虚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2_E4_B8_

AD_E8_80_83_c64_644522.htm 知识要点：1、叙述、描写和说

明是三种记“实”的能力。2、议论和抒情是两种写“虚”的

能力。3、根据表达的中心，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 考试说

明： 1、工于记实 作文要练的一项基本功是真实地反映现实

生活、如实地表现客观事物。“现实生活”或“客观事物”

，就写作来说，它无非就是构成文章内容的人、事、物、景

等。要工于记实，就是要学会真实、准确地表现人、事、物

、景。这就像绘画中的写生，对所画的对象，它的形态、色

调、明暗、质地、量感⋯⋯都能够如实地表现出来。画一棵

树就像一棵树，画一个人就像一个人。这就为绘画创作打下

了基础。基础打好了，创作的时候，构思一旦成熟，就可以

大笔泼墨，任情挥洒，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画什么就像什么

。写作也是这样，要做到对所写的人、事、物、景都能逼真

再现，写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写的一个人，一件事，一棵

树，一场春雨，别人看了，觉得不像那个样子，不是那么回

事，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那就不是如实记写了。 叙述、

描写和说明，正是三种记“实”的能力。它们各有其独特的

作用，是我们应切实练好的写作基本功。 （1）叙述。叙述

是对人和事发展过程的交代、陈述。它是一种表述过程的能

力。要叙述得清晰、明白，应做好如下处理： ①人称的处理

。叙述的人称，按语言交际涉及的主体（表述者）、客体（

被表述者）、受体（接受者）来分，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三种。一般真实而范围较小的题材多用第一人称



；虚构或范围较广的题材，多用第三人称；一些特殊题材，

如哀悼、赞颂、激励、劝慰等等，常用第二人称。第一人称

的如《我和生命》：“自从有了我，世界上便添了一个多难

的生命。但我却爱我的生命，尽管生命赋予我的只是⋯⋯”

这篇文章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我”曲折多难的人生

经历，文章写的是真事，抒的是真情，从而能够打动人心。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能使文章自然真切，易打动读者。 第二

人称是以“你”的形式出现的，文中作者把事情的开端、发

展、结果都通过对“你”的倾诉、赞颂、劝慰、激励等表现

出来。如《弟弟，请原谅姐姐》一文这样写道：“弟弟，姐

姐在读二年级时，你便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小你就对姐姐很

好，是你让姐姐变得懂事。而从姐姐懂事的那一刻起，就一

直想对你说：请原谅姐姐，弟弟⋯⋯”文章以第二人称手法

写出了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运用第二人称使作者可以面对

面向弟弟道出满腔愧疚之情，抒情真切感人，比一般的记叙

文更易打动读者。 第三人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运用较多，

因为站在第三者的立足点，直接叙述人物经历和事情始末，

更容易展开叙述。如《忍耐的一天》，作者这样写道：“忍

耐不是一个形容词，忍耐是一个人，一个其貌不扬，但也不

算丑陋的女孩。其实她原本姓任，在长达十多年的生命体验

后，她觉得自己是个被压抑得太久的人⋯⋯”文章用第三人

称的手法叙述了“忍耐”一天的生活情况：从早上离开被子

到晚上钻进被窝，而重点以学校生活为主。但贯穿整篇内容

的却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情况。作者也正是为了展现人物的内

心世界而采用了第三人称的手法，可以说，这样的处理比较

成功。 ②顺序的处理。叙述的顺序主要有四种：顺叙、倒叙



、插叙和平叙。 顺叙，就是按照事情发生、发展的顺序来进

行叙述。顺叙的行文安排与事情发展过程一致，容易将事情

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使文章有条有理，层次井然。顺叙基

本上按情节发展或时间顺序、空间顺序来组织叙述内容。如

《老山界》，从当天下午到当天夜里，再从第二天黎明到下

午两点前和两点以后，是按时间的先后写的。 倒叙，就是把

事情的结果或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开头进行叙述，然后

再写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倒叙可造成一种悬念，是巧妙的构

思手法之一，能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如：“在我的小

抽屉里，珍藏着一只已经用旧了的圆珠笔。它是我童年的朋

友兰兰送给我的。这只笔确实不怎么起眼，但是每当我看到

它，便会引起一段美好的回忆。”这是一篇文章的开头。它

用的就是倒叙。作者为什么要“珍藏着”这样一只“已经用

旧了”的、“不怎么起眼”的圆珠笔呢？它会引起作者一段

什么样的“美好的回忆”呢？这就是悬念。它会使人产生“

急于想读下去”的兴趣。采用倒叙的写法，由倒叙转入顺序

，一定要有明显的界限，又要过渡自然。常用的方法是，顺

叙部分另起一段，开头用“那是⋯⋯”或“记得⋯⋯”等。 

插叙，就是在叙述过程中，暂时中断叙述的线索，根据内容

和主题的需要，插入一些以前的情节，然后接上原来的线索

，继续进行叙述的一种写法。只要插叙运用得当，能使情节

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事件背景更为清晰。如《从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插叙了一段美女蛇的故事，这不仅使百

草园的生活增添了一层神奇的童话色彩，而且含蓄地说明，

百草园的生活使少年鲁迅扩大了见闻，受到了启发和教育。

用好插叙对提高文章的表现力是很有作用的。所谓“用好”



，主要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从顺叙转入插叙，再由插叙回到

顺叙，要过渡自然，不能让人糊涂，也不能生硬；二是插叙

的内容不宜多，文字也要力求简洁，不能喧宾夺主。 平叙，

叙述两件（或更多件）同时发生的不同空间的事，称为平叙

。这种叙述的方法，可以先叙述一件，再叙述一件（古人称

之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也可以并行交*地进行。前

者，就每一件事来说，是顺叙，从二者的关系看，是平叙的

。后者则紧密交*，齐头并进了。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的平叙，是较为常见的。这只要在起止处加以必要的照应，

就可以了。并行交*的平叙，齐头并进写几条线，互相穿插，

并行推进，要把线索交织起来，巧于照应，使读者看得明白

。 ③线索的处理。以叙述为主的文章都至少有一条贯穿全文

的线索，写作时必须正确处理好线索。文章的线索主要有下

列几种： 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就是按照时间的变化发展来组

织材料的。如前面所举课文《老山界》，就是以时间为线索

的。二是以事件为线索，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发展顺序的

，即起因、经过、结果，按这种顺序来结构全篇就是以事件

为线索。三是以物件为线索，就是让具体的物件为线索，将

有关材料串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以物件为线索的文章

。 （2）描写。描写是将客观事物的形状、情态具体地描绘

、再现出来。它是一种展示状貌的能力。描写的种类很多，

主要有： ①肖像描写。②动作描写。③语言描写。④心理描

写。⑤细节描写。⑥环境描写。⑦场面描写。 （3）说明。

说明是以简明的文字解说事物外在状貌、内在特征等的表达

方式。它是一种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告知”能力。 任

何事物都有它本身的条理，事物之间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因此，对客观事物进行说明时，必须抓住事物本身的条理和

一定的内在联系，有层次地加以说明。这种有层次包括三方

面： ①时间顺序。②空间顺序。③逻辑顺序。 叙述、描写、

说明都是记“实”的，是反映、再现客观事物的，但各有侧

重点：叙述，主要是陈述过程；描写，主要是描绘形象；说

明，则主要是解说性状，直接说明事物形状、性质、成因、

功用等。它们在写作时，往往结合起来使用，共同担负记“

实”的任务。 2、善于写虚 在写作中，记“实”是一种能力

，写“虚”也是一种能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一

种更为重要的能力。 这里所说的“虚”，是相对于前面所说

的“实”而言的，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实在的人、事、物、景

等，而是写作者主观的情、意。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作者由

于受人、事、物、景等外物触动而由自身所产生的感情和想

法。 “虚”和“实”常相联系。即主观和客观是常常结合并

贯通着的。我们知道，文章在展示“外部世界”、再现客观

事物的同时即流露出或寄寓着作者对事物或浓或淡的感情和

或浅或深的认识。比如写景，写出的景总是带着作者的情的

，因此，人们才常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因为，自然界中

的“景”和“物”本身并无任何感情色彩而言，但它一经作

者写入作品，便会带上作者的感情，不再是纯自然物了。所

以，在作者笔下，总是把自己的主观情、意融入景物之中，

使山水有情，草木含意，情景交融。否则，纯客观地描写景

物，即使是毫发毕肖，也毫无生机、灵气可言。如读朱自清

的《春》，我们感受到作者通过对初春景色的描绘、渲染，

抒发了热爱春天、热爱生命、对未来充满信心与美好憧憬的

诚挚感情。写景是这样，写人写事也是这样，离不开作者注



入的情和理。 抒情、议论，是两种写“虚”的能力。它们各

自也有其独特的作用，是我们应切实练好的写作基本功。 

（1）抒情。就是抒发和表现作者的感情。抒情的方式很多，

主要有： ①通过叙事抒情。用叙事作为抒情的工具时，与一

般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叙述，要用作者心理上的感受

与变动作灵魂，要在客观的叙述上加上主观的感情色彩。这

样的叙述，便带了浓重的抒情性。一般的叙述总是较为精密

、完整、详尽；而作为抒情工具时，叙述只具有一个粗略的

印象已经够了，目的是达到抒情的效果。 ②通过议论抒情。

在记叙文章中，作者对所写的人或事，产生了强烈的感情，

无限的激情涌上笔端，往往借助议论来抒情。这种议论，是

被主观的感情色彩所支配的，它与一般的议论不同，它既不

需要交代论据，也不需要进行论证，而只是一个判断。作为

抒情工具，这个判断已经够了，那周密的论证是不必要的。

例如，在杨朔的《荔枝蜜》中，有这样一段：“我的心不禁

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

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

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

尚啊！”在小蜜蜂的身上，作者发现了生活的哲理，通过对

小蜜蜂的议论、赞扬，抒发了强烈的崇敬、感佩之情，这种

感情，极为真挚、深沉。 ③通过描写抒情。通过描写，尤其

是通过景物描写来抒情，这也是较为常见的抒情形式。寓情

于景、借景抒情，这是很多的。在诗歌和抒情散文中，往往

要通过景物描写抒情，优秀的篇章，把写景和抒情揉合在一

起，情景交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描写抒情，作

者的感情色彩总要在字里行间中表露出来，这是它不同于一



般描写的地方；当然，表露的程度和方式，是与文章的体裁

及作者的风格分不开的。例如：“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

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鲁迅先生

这首《送增田涉君归国》的绝句，前两句是对日本秋天的描

绘，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怀念之情，怀念在日本的“华年”

。这首小诗，在平淡的字句中，抒发了纤细、深沉的感情，

体味起来，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诚挚，那样的感人。 ④直

接抒情。除了通过一些间接的手段抒情以外，在有些时候，

还可以直接抒情。这种抒情方式不能用得很多，但也是常见

的。直接抒情用得过多，会伤于空泛，并不好；但浓烈的感

情直接抒发出来，是能深深打动读者的。例如，在汉铙歌中

有一首《上邪》。全文是：“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

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

与君绝。”诗中没有叙述事件，也没有议论或描写，而是把

内心的感情袒露出来，用了最直接的抒情手段。由于感情浓

烈，虽是把誓言、决心直接倾诉出来，感染力也是很强的。 

（2）议论。就是对客观事物进行评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

态度。但记叙类文章中的议论，不象议论文那样要有充足的

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它是在叙述、描写和说明的基础上，直

接表明作者对人物、事件的看法，在文章中起画龙点睛的作

用。例如《提醒幸福》中这样写道：“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

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

它披着本色的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几句中肯的

议论，言简意赅，揭示了作者要表达的意旨。 以上表明，被

生活的情景触动，就会产生强烈的感情；对事物有感悟、有

认识就会有深刻的议论。抒情，发自内心，不是硬加上去的



；议论，源于真知，切忌空泛抽象。在写作中，我们应善于

“写虚”，使自己的情感得到更优美、深刻的表达。 [71]初

中生活富于幻想，易动感情，在同学们的心灵深处一定会不

断地萌发出许许多多“渴望”，如渴望得到父母师长的理解

，渴望有位好友，渴望获得成功，甚至渴望获得一条漂亮的

裙子、一个小足球等等。请“以我渴望”为题，写一篇记叙

文。 要求：①先将题目补充完整。通过完整的一件事或几件

事具体写出渴望的原因。②以叙述为主，适当运用抒情、议

论等表达方式。③不少于700字。 导思：中学生风华正茂，情

感丰富，易于幻想。在同学们心灵深处有很多的“渴望”产

生，如何获得成功，渴望有位知心朋友，渴望师长的理解等

等。如何把这一“渴望”叙写清楚，确立深刻主题，应成为

本次写作重点。 1、首先应把题目补充完整，然后选择一件

或几件事具体写出渴望的原因，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叙

写时注意层次清晰，详略得当。 2、表达方式应以记叙为主

，适当运用议论和抒情。记叙要具体、生动；议论要简明、

精警；抒情要含蓄、真挚。 3、语言要清新自然，真挚感人

。字数应不少于700字。 登录百考试题会员中心，体验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