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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8D_8A_E5_c64_644580.htm 纵观近年各地中考作

文题，不难发现半命题作文在各省市中考题中出现的频率越

来越高。可见，作为一种传统的命题形式，在话题作文、选

题作文备受推崇的今天，半命题作文不但没有被人们冷落，

反而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从历年的评卷中

发现，不少考生在半命题作文的审题上出现失误，不能正确

填补题目。那么，如何填补半命题作文的标题呢？下面，谈

几点看法。 一、填题，要充分吸取题中的隐含信息。 半命式

作文题，题面不长，其间还有空白，呈残缺式。但就是在这

残缺短小的题面中，却隐含着不少的有用信息。 命题者通过

题面中的某个字词或字词之间的某种关系，向考生：①暗示

一定的类，即文章的体裁及表达属类，是记叙文、议论文，

抑或说明文。细而分之，是记人还是记事；是叙事为主，还

是抒情为主；是缘事说理，还是以理带事，等等。②敲定一

定的质，即文题点示考生应表达怎样的旨意，抒发何种感情

，形成哪种走向的文面氛围。③框定一定的量，即对出现在

笔下的这一篇作文中的人与事、情与理、时与空的量，作出

某种限定：或一人或多人，或一事或数事，或一理或数理，

或瞬间或久远，或局狭或广扩，等等。④标示一定的载体。

文以载道，具体到一篇半命题作文，文章的旨意凭借何种具

体的人、事、时、空，加以显现？这种载道的载体是题目中

既定的，还是由学生自定的？对此种种，在半命题的题面中

都有所点示。 审视《我这个⋯⋯迷》，题面中的“我”、“



迷”两词前后缀连，表明是记人叙事的记叙文。题中的迷，

其含义是对某种事物、活动、景物特别感兴趣，全身心投入

，达到如醉如痴的迷恋程度，无疑暗点了文旨。题首的人称

词“我”，表明文章的“量”局限于特定的一个人“我”，

局限于“我”的一种兴趣爱好。至于这种如醉如痴迷恋的对

象载体，题目有意空缺，留给学生自主定夺，填之而出。 再

揣摩文题《⋯⋯之风不可长》，隐含信息，次第抽出： 类：

“不可长”一语，对社会上的某种风气作出一个明确的否定

判断，表明一种决绝的态度，行文必然议论说理，当属议论

文。 质：“⋯⋯之风不可长”，分明是抨击、批判不正之风

，伸张正义，击浊扬清，此及本文宏旨。 量：“之风”是偏

正短语的后肢，前面填充后，自然形成不正之风、邪恶之风

中的一种。 载体：用空格隐去，由学生自揣自定，学生大可

从“我”出发，为我所用。 二、填题，要与命题要求暗合神

契。 命题者总是从教学大纲出发，紧扣教材，巧拟半命文题

，从一个角度去测试学生的认识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

。面对半命文题，我们必须整体揣摩出命题者的意图，以利

正确定向下笔。知己知彼（命题者），方能百写不殆。 《在

⋯⋯面前》是前几年湖北省的中考题，稍一端详，可知文题

是一表示态势的介宾短语。为何以态度命题？最终目的是什

么？让思绪驰骋，不难看出，命题者设计这一带空白的文题

，其初衷是要学生自我营造一种环境、态势，造成特定的氛

围，让生活中某一人（或数人）置于其间，述其言，叙其行

，从而显示人物的某种精神、气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

这种环境和态势，可能是有形的，如金钱、鲜花；也可能是

无形的，如威胁、困难；可能是惬意的，如奖状、成功；也



可能是恶劣的，如挫折、歹徒。运思到这个程度，就不难通

过填充题，设置一个恰当的对立物、映衬面，为构思中的人

事创下典型的环境，从而有力刻画人物形象，凸现文旨意念

。 面对这一文题，有的学生无视命题，随意填题为《在哥哥

面前》、《在房屋面前》《在校门面前》，如此，也能行文

，但徒然增大了深层构思的困难。前一题除了点名兄弟（兄

妹）关系外，很难形成对立、映衬关系；而后两题只是点出

了人事发生的地点，除此，难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

使文章难以契合命题者的匠心与要求。 三、填题，要切中题

旨文意。 如前所述，多数半命式文题，对题旨文意都有所显

露，有所暗示，一题当前，我们首先要机灵扫瞄，将其捕捉

到手，接着要深层透视，切中底蕴，以利正确填题，深层构

思。 《⋯⋯长大了》一题，载体部分空缺，怎样填题为好？

关键是对点明文旨的“长大”怎样理解。对“长大”一语，

有三种诠释可供思辨取舍：1、增高长重（一般生理现象）

，2、思想成熟（高级智能现象），3、学业（事业）有成（

有为社会现象）。对三者运思比较，可以断定，按第一种含

义填题，难脱肤浅；按第二第三种含义填题，能揭示人与事

的底蕴，从动态变势中演绎出明确的意念。 那么，题中的空

白是不是只能填写人称呢？不一定，抓住事物间的逻辑联系

，又何尝不可填写动物植物静物呢？如生物小组的良种免、

种植小组的新种瓜、校园内外的共青林，可透过这些特指的

物体增高长大，曲折地反映出科学少年、时代小主人的茁壮

成长，迅速成长。 又如文题《我学会了⋯⋯》，题中“学会

”一词常见惯用，但纳入文题，其旨意就当仔细琢磨了。这

里当指学习并掌握了某种有用的知识、技能、本领，连上前



面的“我”，渗出一种可贵的自豪激情。对题旨揣度有高下

，填题也就有优劣。 《我学会了骑车》、《我学会了烧菜》

、《我学会了打球》填题正确，流于一般。 《我学会了讲文

明》、《我学会了自卫》、《我学会了珍惜时间》填题深刻

，题旨凸现。 《我学会了打牌》、《我学会了赚钱》、《我

学会了吸烟》填题错误，题旨走穴。 四、填题，要正中自己

的生活储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下笔能否成功，有无感己

感人的素材入文，至为重要。而半命题作文正是在动用生活

储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便、自由。填题时就要珍视这一

自由，加以充分利用，使填出的文题正中素材仓库之所备。 

且看《一段美好的生活给我的⋯⋯》一题，显示题旨的空白

处可有多种填法，但要正中储存，就要慎选。一学生暑假下

乡，与勤俭的祖父相处，对自己的乱用胡花深感内疚，并力

戒之，可填“鞭策”。一学生考试失利后，忘情观察大风雨

中蜘蛛反复织网的镜头，感触颇深，可填“启迪”。一学生

在校运动会3000米赛跑中不支落伍，是班上的拉拉队热烈的

擂鼓、整齐的呐喊使他干劲倍增，最后夺得第二，可填“力

量”。 又如《我⋯⋯同桌》，题目已经限定了载体，如何填

充为好，仍视素材而定。如果同桌系新来乍到，虽印象鲜明

，但交往很少，可填“的”，以便从旁观察描述。如果与同

桌交往频繁，碰碰磕磕，时有冲突，填“和”为宜，以展示

矛盾冲突中的人物形象。如若对同桌的某一印象和某种情感

强烈，不妨选填“敬佩”、“恨”、“同情”、“鄙夷”等

。 五、填题，要力求创意新颖。 填题运思，在符合要求、切

中题旨的前提下，还应避俗求新，使题与文，让人触读后俱

为之一震。这，主要讲究填题的深加工了。 一组中学生面对



《我生活在＿＿之中》的半命题，有如下填题，试作比较： 

填“家庭”、“学校”、“社会”浅薄直露，味同嚼蜡。 填

“集体”、“亲人”、“友谊”正确平常，流于一般。 填“

麻将声”、“追星族”切中时弊，发人警醒。 填“题海”、

“夹缝”、“梦魇”比喻形象，深邃出格。 且题面的新与俗

制约文面的新与俗。 拿起《⋯⋯的滋味》这一文题，如果匆

匆填上“咖啡”、“中药”、“甲鱼”、“黄瓜”，且只是

就其滋味写滋味，必然俗气浅薄。如能扣住滋味的深含，掘

而深之，写出《打工的滋味》、《得奖的滋味》、《当干部

的滋味》、《掏污水沟的滋味》，则既深又新。再进一步，

如能逆向填题：《作弊的滋味》心惊肉跳，《说谎的滋味》

惶惶不安，《挨批的滋味》打翻五味瓶，则文章的新鲜度、

吸引力就更不同凡响。 六、填题，要符合情理、逻辑。 填题

新也好，深也好，都有个“度”，过度则不真，甚至有悖情

理，违反逻辑。 有这样一道题，《我第一次⋯⋯》，如若有

人填上诸如“哭”、“淘气”、“唱歌”、“做梦”之类，

必然令人皱眉，因为这些选项都是难以界定“第一”的，填

进题中，势必陷入伪科学的泥沼。变换一下，选填印象深刻

的“第一”，如“上学校”、“登台演戏”、“领奖”、“

下水”则成，因为这一类“第一”都是不难确认的。如能变

向运思，选填“说谎”、“当家”、“打工”、“独自远行

”入题，则文旨文趣当会更新鲜可人而又合乎逻辑，不违情

理。 其实，半命题作文的填充技巧还有很多，这里只是列举

一二，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受到启发，作文时多加揣摩，拟出

精彩的作文标题。 推荐新闻： #0000ff>各地2012年中考时间

汇总 #0000ff>各地2012年中考报名时间汇总 #0000ff>各地2012



年中考体育考试时间汇总 #0000ff>各地2012年中考志愿填报时

间汇总 名师指导：#0000ff>2012年中考作文高分攻略汇总

#0000ff>2012年关于清明节优秀作文欣赏 登录百考试题会员中

心，体验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