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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6_8C_87_E5_c64_97972.htm 知识要点： 1、文章所

表现的主要思想、情感或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文章的主旨

，也就是中心思想。 2、中心思想是文章的灵魂、统帅。 3、

中心思想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 4、同一个材料从不同的

角度分析，往往可以提炼出不同的主旨。 考试说明： 所谓“

确定主旨”，就是确立作文的主题。主题是文章的灵魂，选

材的依据，结构的轴心；就是语言的运用，也要受主题的约

束。可见确立主题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如何确定主旨

呢？ 1、循规蹈矩 一篇好的文章，它的主旨也就是立意，必

须是正确高雅，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但它又不能超越题目

的制约。对于作文的评判，思想标准是第一位，如没有正确

主题或没有积极意义的不能算好文章。因此，要写出好文章

先要“循规蹈矩”，做到：准确、正确、明确。所谓准确，

也就是扣题准确，在立意时首先要做到合乎题意，对于有要

求的作文，就必须紧扣作文的要求去写。正确，则是正确积

极。要想立意正确，首先必须考虑主题是否符合科学性，没

有根据的片面性的东西不能作为立意根据；其次要考虑是否

符合学校纪律及国家法令政策。最后就是明确表达。作文时

确立主题要非常明确，下笔前应有明确不含糊的立意，文章

反映的是什么，心中一定要有数，作文时将其明确地贯注于

全文表达出来。如《选择》（原文略），就是一篇处处紧扣

题目，且符合立意三个基本要求（准确、正确、明确）的好

文章。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紧扣主题在写。作者叙述了在



重大问题的选择上，自己态度坚决，毅然做出回国学习的决

定的事，可见立意是正确积极的。 2、着意求新 要使立意新

颖，最根本的就是要扣紧时代精神。古今中外的主题思想都

是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列宁曾称列夫&#8226.托尔斯

泰的作品为“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鲁迅先生的多数作品

被称为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檄文。只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主

题，才容易引起读者深刻的共鸣，也才能使作品产生一定的

影响力。所以富有时代感的主题才是“新”的，也只有这种

富有新意的主题才是有意义的主题。如《独闯世界的孩子》

（原文略），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能深刻地反映

时代精神。文中的“他”正是当代一部分中学生的缩影。作

者对“外面世界”的诠释新颖深刻，文章的立意能扣住社会

脉搏。 3、逆向求异 所谓逆向求异，是与顺向思考的立意方

法相对而言的，它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不同方面、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以新的思维方式表达自己不同凡响的认

识和看法。运用逆向求异的立意方法有哪些呢？第一，对作

文题目进行反向思考，单凭题目字面之意去作文难免陈旧、

平庸。第二，就是运用批驳错误看法，提出正确认识的反意

存真立意法。第三，对某种事物、事理从多角度看。值得注

意的就是在逆向求异的立意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不能违反准

确、正确的原则。如《狗拿耗子，精神可嘉》，这篇文章立

意新颖，没有附和前人看法，不拘泥于固有模式，大胆地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耗子是对人类有害的动物，我们应当把

它消灭干净，不管是用老鼠药，还是灭鼠器，或者是用其他

什么方法。狗拿耗子有又什么错呢？猫可以捉耗子，狗为什

么就不能呢？”由此展开议论，从而得出迥异于前人的新见



解：“‘狗拿耗子’精神是值得提倡的，管‘闲事’，是于

国于民都有益的正事。相反，见到‘耗子’不拿，见到坏事

不管，只会害人害己，以至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4、深

入开掘 所谓“深入开掘”，就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作者要

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发掘出事物本质的

思想意义。这就是一个提炼、深化主题的问题。 事物本质的

思想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一定的生活材料只能提炼出相应的

一定的主题。对事物认识不深，主题就肤浅；认识上“拔高

”、“牵强附会”，主题就脱离实际。作者的主观认识必须

做到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达到主题思想与全部生活材料相

一致的要求。有时，材料所显示的思想意义可能不止一点，

当然可以确立不同的主题，但开掘得深，选择能反映事物本

质思想意义的主题，是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的。 主题思想提

炼深化，是作者对题材的社会意义进行反复研究，深入认识

的结果。著名歌剧《白毛女》主题的提炼对我们是不无教益

的。这一剧作取材于一九四零年晋察冀边区广为流传的“白

毛仙姑”的故事。起初有的人认为这个传说不过是一个“神

怪的故事”，可以利用来宣传破除迷信；也有人可以把“反

迷信”和“反封建”结合起来处理。但经过剧作者们深入调

查，反复研究，才选择和提炼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

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这一主题恰切的反映了事物

本质上的思想意义，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如《我和陈早阳》一文，作者记叙的是同学间的一段交往

。她没有把这写成歌颂同学之间的相互友情之类，也没把这

写成赞扬同学身上的某种精神、某种美德之类。记叙这段交

往，展示的却是两种社会制度下两个少女的不同思想性格，



不同精神境界，写出了自己的自强心、祖国情，以及肩上的

责任。这样的立意可以说深刻而有意义。 5、咏物意蕴 借助

想象的作用，通过对熟悉的、物质的、具体的、自然的东西

的描写，去表现生疏的、精神的、抽象的、社会性的东西，

书写个人的生活感悟和人生况味，这便是咏物意蕴的立意方

法。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这类“借物寄怀”、“托物言

志”的作品，如高尔基的《海燕》、茅盾的《白杨礼赞》、

袁鹰的《井岗翠竹》。这些作品都有一个表层的作为媒介的

象征性的形象，在这形象的里层蕴藏着一个高尚美好的意”

，两者结合得很好。而且这类文章中的“意”一般都有社会

性的内涵，或是人的某种崇高的品质，或是某种可贵的感情

，或是某种人生的哲理，它们是文章的灵魂和生命，这个“

意”附丽于想象而存在。 首先，要选好象征物。这象征物应

是大家所熟悉的，形象鲜明的，是美好的。同时，这象征物

应与象征义有联系的，而且联系越贴切、越新奇，文章的立

意就显得越自然、越新颖。其次，要充分显示“意蕴”的审

美属性，处理好文章中的“点睛”之笔，使“意”自然的、

巧妙地升华起来。 6、画龙点睛 在一篇文章的关键地方，用

一句或几句话点明要旨，即称为“点睛”之笔。显而易见，

它是文章的眼睛，运用得好，能使文章生动传神，大放异彩

。有了点睛之笔，就可揭全文之旨，使主题突出，内容深化

，思想生辉。 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先用大量篇

幅写景记事，写文人墨客的“悲”和“喜”，最后笔锋一转

，归结到“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与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最后这两句将作

者的本意予以点明，成了千古绝唱，至今脍炙人口。这是古



人作品中将“画龙点睛”法用得最好的例子之一。 运用点睛

法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作者要独具慧眼，善于从貌似平凡

的现象中挖掘出不平凡的意蕴，开掘出新的思想，新的境界

、新的哲理，然后在行文的关键处不失时机地运用浓缩精练

、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加以点化。二是点睛的语言要尽可能生

动形象、含义深刻，令人警醒，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

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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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