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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7/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0_83_E4_BD_9C_E6_c64_97949.htm 在考前冲刺训练中，

同学们应当回顾和梳理一下自己的作文，找出自己的闪光点

，有针对地强化训练，力求在某一点上有所突破，努力使长

处变得更长，从而写出满意的中考作文。如果费时间去寻找

写作短处，苦苦地弥补不足，效果是不会理想的，甚至可能

越练越缺乏信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扬长训练

。 强化辩证思维 一般来说，同学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当看

到某一篇课文，或者某一篇优秀作文时，在羡慕的同时肯定

会说，这个问题不是我完全没有思考过，只是缺乏深度和条

理，有些观点也找不到充分的依据来证明，所以一旦提笔作

文总觉得理不出头绪或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思维没有达到一定的理性深度。 同学们不妨试一试下

面的方法：一是把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校园生活中大家比

较关注的问题作个梳理，对这些问题先想一想，再拿来与同

学，或家长展开有理有据的交流、辩论。二是把自己对事情

的真实感知和体验，包括质疑和反面观点求证的过程，也就

是自己思维的过程和结论记录下来，整理成以“生活与思考

”为主题的文章。三是揣摩优秀作文。面对优秀作文的题目

，你先尝试着立意、选材、构思，然后看原文和点评，相互

对照。这样，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思维过程中，或条理混乱，

或简单化、片面化的缺陷，从而克服思维的肤浅和脱离实际

，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倾向，有效地巩固并深化思维的成果，

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正确的认识，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变成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 激活新鲜素材 来源

：www.examda.com 同学们都想努力做到作文见解新颖，材料

新鲜，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冲击力和震憾力。这就要求同学

们不断感知、体验和新鲜经验和新鲜信息。有意识地在生活

实践和课外阅读中仔细观察自然、观察社会，尤其是多观察

各种各样的人，深入细致地体验生活、体验“喜怒哀乐忧”

等各种情感，并把自己拥有的新鲜材料激活。 下面是考场满

分作文中的一段话：“人生好像一艘船，世界好像大海，人

自身好像是开船的舵手，思想的倾斜与时代的选择好像时而

变化着走向水流与或大或小的风”。作者之所以善用比喻，

正是因为平时注意观察和体验，又能从阅读中借鉴和撷取某

些材料。(2006年《善待失意》安徽)再看一段话：“看吧，德

国总理‘铁娘子’默克尔更像是一位有着高度凝聚力的‘母

亲’，每场比赛她都抛开繁忙的国务，亲临球场看着伟岸、

坚强的‘儿子’们奋勇向前。德国人向来认为自私自利是一

种耻辱，如今，他们用自己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

交口称赞，他们很有希望继续下去”。(2006年《德国践车，

滚滚向前》江苏盐城)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关注更体现了比赛

的份量。 从阅读和生活中尽可能开阔视野，拓展知识、增加

积累、深入体验，才可能做到临场发挥“左右逢源”、“为

我所用”。也只有通过人物自身的、具体可感的言行和生动

传神的细节描写，才能达到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效果。作

文，追求和表现自己的个性，有了新鲜的材料，还要下功夫

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来立意，做到这一点，写出自

己的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就很容易了。 反复锤炼语言 来源

：www.examda.com 语言是为内容服务的，但是，运用的语言



鲜活而富有个性风格，就会使文章大放异彩。写作训练中要

学会反复锤炼，努力做到词语生动、句式灵活，修辞方法恰

当。概念化的、抽象的、生涩的词语尽可能少用，多用富有

色彩、动感和情绪体验，能诉诸人的感官，调动人的形象思

维，撞击人的情感世界的词语，学会用近义词和反义词来体

现事物细微的差异和鲜明的对比。学会灵活得体地交替使用

长句和短句、主动句和被动句等。 锤炼语言，要学着恰当引

用。在行文中，可引用诗词佳句来增添文章的文字情趣，增

添新意。可妙引经典句式，以此来优化文章语言，增强语言

的表达效果。如“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

没有⋯⋯就没有⋯⋯更没有⋯⋯”等经典句式。还可以妙引

流行词句，增添语言情趣。如广告词“没有最好的，只有更

好的”、“山高人为峰”等。学着巧用修辞。多用排比、拟

人、比喻等修辞方法，使句子生动形象，耐人咀嚼。多用短

句和散句，穿插一些长句或整句，使文章的语言灵活而多变

，富有诗意。还要学会在突出位置设计精彩语句。在文章开

头、结尾、过渡、总结等位置，或者用些精美的排比句、对

比句等，或者活用新鲜的时尚语言，或者选用饱含哲思的警

言格句，或者借用诗意化的表达。这样，既强化了读者的印

象，又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补短”与“避短”虽仅一字

之差，却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和策略。每一位同学在写作

上都有自己的长处，在考前冲刺训练中，只要更加注意发现

并发扬自己的写作长处，就能挖掘出自己更大的潜能，扬起

自信的风帆，在中考中就一定能写出有深度、有个性，文质

兼优的美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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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