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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7/2021_2022__E2_80_9C_E

5_9B_9B_E5_AE_9A_E5_c64_97913.htm 今年中考的总体难度将

降低了，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作为选拔性的考试，相对于

每个个体而言，“级差”总还是存在的。对于语文学科来说

，阅读所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写作则不甚明显，顶多

更易上手，更有话可说罢了。而对于写作的选材立意能力、

谋篇布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则是不会变的，A、B

、C、D等级评定的要求也是不会变的。那么，怎样在今年中

考中写出高分作文呢？在最后冲刺阶段，请同学注意以下“

四定四准”。 曾经问过许多初三学生，作文复习得怎样了，

他们一脸的诧异，“作文还好复习？”进而再了解“作文达

到什么水平”，多数同学说不清，只是凭近来测试中作文的

得分情况来作一个大致的评定：“还可以吧”。这可能是现

时初三学生的普遍现状，反映的则是学生被动学习、“自理

”能力弱、学习不能“自立”的实质。在初三的最后阶段，

如何充分“知彼”明确中考写作要求，从而从题海中解脱出

来，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和复习，可能是广大考生当前迫

切需要注意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定“向”看准中考写作

考查方向来源：www.examda.com 中考写作的方向是什么？这

需要“瞻前顾后”。“瞻前”就是要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

主要是“能对阅读内容和生活现象进行独立思考，发现蕴含

其中的意义；能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写出“自

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见解，抒发自己的感情；能依据知识

水平和生活积累展开想像，表达自己对学习、生活的思考和



对未来的憧憬”；能“综合运用叙述、描写、说明、议论、

抒情等表达方式，写出有感情、有内容、有中心、有条理的

文章，做到语句连贯通顺，结构完整，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九年级每课时能写700字左右的文章。”这实际是从内容

和形式两方面作了明确要求。“顾后”就是与近几年(尤其

是1998年后)的命题思路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延续性。分

析1998年至2003年的作文题目(分别是“我的欢乐”、“生活

中的发现”、“我也衔过一枚青橄榄”、“有家真好”、“

为自己竖起大拇指”、“我想唱一首歌”)可以发现一个共同

点，就是要求考生写自己的独特情感(感受、体会、发现等)

，这也是与新课程标准完全吻合的。今年中考的方向也会保

持这一导向，重点考查考生记叙、议论的能力，要求考生“

我手写我心”，叙写真实生活实际，抒发真情实感。这要求

我们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去自主体验生活，独

立思考，有所发现，感悟人生，不断丰富发展个人的精神世

界，引导学生在读书做人的成长过程中，学会写真心话，学

会关注社会、热爱生活、体悟人生。 2、定“位”吃准好作

文的标准来源：www.examda.com 方向明确了还不够，还要进

一步明确具体写好作文的写作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如何写好作文，而是中考分项相加评分标准。2004年中

考评分标准依然会沿用去年的评分标准，不会有大的变化，

主要分“中心与材料”(20分)、“语言”(20分)和“思路与结

构”(10分)三大项以及相关说明，需要细细解读。 以A类

卷(45分50分)为例，“中心与材料”的要求是“题意理解正确

，中心鲜明；选材恰当，有新意；对生活的认识正确，且有

自己的见解；感情真挚，想象力丰富。”这里有审题的要求



，有立意的要求，有选材的要求，还有创新的要求。选材“

有新意”是指在选取具有典型性、现实感的材料的基础上，

选取能给人新颖独特之感、激发读书阅读兴趣的新鲜动人的

材料。“有自己的见解”要求考生作文要有自己的思考，要

写自己的独特体会、认识和发现，要说自己想说的心里话；

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认识上，而是要把表现“独特自我”作

为一个指导思想、一个方法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体现出来。

“想像力”是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

新形像的能力。它是考查创新能力的一个方面，要求想象的

内容首先必须是合理的，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一般规律。 “

语言”一项的要求是“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流畅，

有一定的表现力”。这实际是要求能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

，准确表达中心思想。“表现力”是指在流畅的基础上，词

语生动，句式灵活，修辞丰富，文句有意蕴。这一项考查的

是语言表达能力，总的要求是语言表达正确清楚，自然流畅

，传情达意，生动形象。 “思路与结构”一项要求是“思路

通畅，条理清晰，结构安排有特色”。这要求结构完整、严

谨，层次分明，体现思路、条理的通畅、明晰，同时能从中

心的需要出发，合理安排段落，注意段落间的衔接、过渡、

呼应，能根据表现中心的需要采取适当的顺序(如顺叙、倒叙

、插叙等)，或采取新颖别致的结构形式，如采用小标题、日

记体等。 考生心中有了这一把评分“标尺”，就真正明确了

写作的目标和提高了的“达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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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