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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1_87_E8_BE_85_E5_c64_97720.htm 寒假对初三学生来说是

提高自己作文水平的最好时间，中考的热门考点话题作文该

怎么写呢？ 话题作文的出现给考生提供了自主写作的广阔空

间，考场作文命题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

，2006年中考，全国26个考区中有12个考区不约而同地将目

光瞄准了话题作文。这说明话题作文深受广大师生的肯定和

欢迎，在今后的教学和考试中，还有进一步使用、探索和开

发的价值。即将参加中考的同学，写好话题作文是十分必要

的。 读懂材料准确确定主题 话题作文是命题者提供话题而不

限定立意(主题)和题目(标题)，也不限定文体的作文。话题作

文的形式目前主要有三种。 一是提供话题，不提供材料。如

：2006年湖南省长沙卷的“爱的传递”和“放心吧，有我们

在”均为全命题作文。命题作文必须以提供的题目为作文标

题，而话题作文却要自拟作文标题。但如果考生临场发挥不

理想，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标题，而要求中又没有规定不得

以话题为标题，可以直接以话题为标题。这样做不会文不对

题，只可能出现题大文小和同题泛滥的问题。简便易行的做

法是，以话题词语为中心，在其前后添加若干词语，组成一

个标题。如：“历史铜镜中的亮点”、“漫谈亮点画廊”、

“亮点背后的故事”等等。以话题词语“亮点”为中心，添

加其他词语，使标题的指向性清晰，思路更容易打开，作文

扣题也就能更紧了。 二是提供话题，又提供材料。如：2006

年四川省内江市中考作文以“责任”为话题，接着提供一段



材料：“‘责任’的意思之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大至民族兴亡，社会稳定；中至地区

发展，学校荣辱；小至家庭和睦，个人前途，无不有我们的

责任。遵守法纪，搞好学习，尊敬师长，孝敬父母，善待同

学，做好小事，样样都是我们分内应做的事。”材料不论长

短，它都只是对话题的一种解释、一个说明，所以浅显直白

，明确易懂，绝不设置阅读障碍，重复考查阅读能力。是为

考生正确理解话题搭起的一座桥梁，而不是画一个圈、设一

道坎，考生作文中可以完全不提及材料中的文字和内容。 三

是提供材料，不限定话题。如：2006年武汉市考题的材料是

：“下面文字摘自一位同学的《毕业留字册》：我的自画像

：额头宽了一点思想的野马正好在这里奔跑。同学留言：最

难忘那次联合会，你的新鲜点让我们快乐无比！(同学甲)⋯

⋯恩师寄语：你的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常常为我们再启另

一扇窗！老师感谢你。”提示语是：“结合上述材料的内容

和自己的生活体验，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600

字的文章”。这则材料设置了一种情景，寄托了若干个话题

。它将写作话题的明示改成了暗示：写作主题必须由考生根

据材料确定。这就比前面两种形式显得更加宽泛灵活，让考

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和写作自由。但是，话题也显得相对模

糊，需要考生自己去思考和把握，这对考生来论，无疑是一

大新的考验。 话题作文不管是哪种形式，写作之前都要对材

料进行提炼、聚焦，从而确定写作主题。不能随便抓住某一

句话就用作自己的写作内容，而要抓住寄托着材料主旨或者

主要内容的中心词语、中心话题，以此作为写作主题。 明确

要求倾写真情实感 话题作文选材立意范围非常宽泛，不少考



生容易出现宽泛无度，偏离话题的情况，有的学生甚至从拟

题开始就偏离了话题。其实，话题作文不是毫无限制，可以

任意发挥，随心所欲。“立意自定，文体自选、题目自拟”

的写作要求，有利于考生张扬个性，展示才华，但考生只有

正确理解“三自要求”，才能充分利用好这一自由空间自主

写作。 “立意自定”就是在正确解读材料、提示和要求的基

础上，明确话题的内容和范围。虽然话题作文的材料都很浅

显易懂，既没有文字障碍，也不要求从中挖掘出什么微言大

义，但这并不等于可以不认真审题。如：2006年深圳市的中

考作文题，请以“幸福”为话题作文。文章立意，一般应该

思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问题。针对

这一话题，可以抛开“是什么”，思维直奔“为什么这被视

作一种幸福”，“怎样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等问题，立意

就能以深见长。另外，抛开单方面、直线型的立意方式，找

出“幸福与创新”、“幸福与奉献”等关系发表高见，也能

别具一格。确切认知，全面把握试题中的所有文字，包括材

料、提示、要求，仍是话题作文最基本的要求。 “文体自选

”就是不论你选何种文体，都必须符合你所选定文体的要求

。如：2006年江苏南通市中考作文提示：“请根据自己的亲

身经历或体验，以‘怦然心动的感觉’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审视一下提示语就会发现，这个话题一定不能写成说明

文，至于选择其他什么文体，考生还得根据自己平时的喜好

来选择确定。“文体自选”是要求考生根据自己已经形成的

写作特长和临场确定的立意的需要来选取一种最便于发挥、

能取得最佳效果的文体。只要是没有明确的文体限制，到底

采用哪种文体好？我的观点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你长于叙事，就突出细节；你善于说明，就讲成因；你见

解独到，那就议论；你情感丰富，就来抒情。 “题目自拟”

要求题目与作文的内容和形式相吻合。让考生自拟题目，是

给了考生又一个自主写作的空间和表现个性的机会。如

：2006年四川内江市的中考作文题是“请以‘责任’为题，

自定题目”。拟定标题，首先要切旨，力求反映文章的主旨

，如《读书，我们的责任》。其次要切体，标题要能反映文

章体裁。记叙文，如《那一次，我明白了“我的责任”》；

议论文《做人要尽职尽责》。标题有纲举目张之用，因而标

题拟定，开口宜小，可以从一个点或一个侧面入手。 说真话

，说实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正动人的文

章。中考话题作文的命题意图，就是尽可能把学生从写作的

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让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得到和谐地发

展，在写出有真情实感的文章中充分展示个性，彰显才情。

相信同学们通过训练，一定能充分适应话题作文的特点，利

用好“三自”要求所给予的自由空间，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

，放胆抒真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