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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topic.

中考作文“打腹稿”防止走题三妙招
朱元丰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中国·福建厦门

中考考场时间有限，作文不可能让学生有时间反复琢磨构思，花费很多时间精心列提纲，建框架，必须依托平时训练迅速
“打腹稿”，才能更好构思切题，防止走题。论文从“紧扣题意，切忌游离题旨”“依题写话，提防随意牵连”“点题呼
应，避免貌合神离”这三方面，论述中考作文“打腹稿”防止走题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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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元丰（1990-），女，中国福建厦门人，硕

士，一级教师，从事语文教学与考试研究。

1 引言

中考作文由于应试时间紧促，如果学生见到题目不经

构思便提笔行文，没能紧扣题意在心中先“打腹稿”，就容

易另起炉灶导致走题低分；或者写写想想、随意牵连，作

文内容和写作要求若即若离，貌合神离，甚至已快成文发

现走题了又想重写，浪费宝贵时间，又严重影响作文质量

乃至中考总分。在平时教学中，我们应力求教给学生养成

在脑海中认真审题、构思布局、点题呼应等多种思维融合交

加的高效“打腹稿”的思维方法。论文从“紧扣题意，切忌

游离题旨”“依题写话，提防随意牵连”“点题呼应，避免

貌合神离”这三方面，论述中考作文“打腹稿”防止走题的

妙招。

2 紧扣题意，切忌游离题旨

审题扣题成功是写好作文的第一步。中考考场作文出

现走题情况，首先就在于学生无法准确提取题目或材料中关

键信息，破译隐性内涵，选择素材紧密扣题。为避免出现

游离题旨走题的低分作文，中考作文审题的训练必须紧扣题

意，展开序列训练，并不只是审清题目内涵和材料关联，还

包括紧扣题意的提取关键词、构思素材、结构布局等综合的

思维活动，有效帮助学生更好突破作文审题扣题关。

2.1 抓准题眼，破译隐性内涵

中考作文话题或题目及材料的关键词语，就是题眼，

扣住了题眼就抓住了写作重点，把握了中心思想。题眼词语

一般有本义、引申义、比喻义等多方位、深层次内涵，平时

的训练就要破译深层的隐性内涵。[2]如果是单词语题目，题

目即题眼，如《沟通》《陪伴》等。如果是词组型题目，其

修饰作用的词语是“题眼”，如《走近＿＿＿》，题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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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宾短语，写作时要抓住动词“走近”这个过程。如果题目

是句子，写作时要强调谓语并顾及限制、补充词语，如作文

话题“养成好习惯”，重点要写“养成了什么的好习惯、为

什么要养成、怎么养成？”的记叙性或说理性论文。

2.2 挖掘题韵，深入语境题旨

“题目添枝加叶法”迅速化大为小，化虚为实，挖掘

题韵，让扣题有处下笔，如“陪伴”这个话题，可先联系自

己平时常有的“陪伴”，在其前添加这些词语，主题即可变

为“家人的、书籍的陪伴”等，或挖掘题韵，在其后添“是

幸福”“是理想信念”等。这种添枝加叶是在心中进行的“打

腹稿”过程，审题与选材应是同步完成的，它们可以相互印

证，在把握材料基本思想、核心语句的基础上，拓展联想题

韵，深入语境题旨，确定论文选材立意。

2.3 紧扣题旨，打通逻辑脉络

情境材料作文成为近年来中考作文考核的重要形式，

出现了更为多样的写作文体（如发言稿、书信等），对学生

逻辑思维提出更高要求。以中考模拟作文《人生选择》为例，

原题给出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孟子《鱼我所欲也》、

余秋雨《借我一生》相关语段，要求以“人生选择”为题写

一篇发言稿，在初中毕业典礼上致辞。可指导学生用“类因

法果”的思维方法打腹稿，“类”即根据题目和材料思考主

题是什么（论证人生选择的类别和性质）；“因”，即思考

为什么这样选择（论证人生选择原因和目）；“法”，即怎

么选择（论证人生选择方法和途径）；“果”，即如此选择

会怎样（论证人生选择结果和效能），帮助审题立意紧扣题

意，不易走题且结构清晰而易得高分。

3 依题写话，提防随意牵连

中考考场作文紧扣题意审题立意后，便要开始依题写

话、活用结构的“打腹稿”构思，提防正文内容的随意牵连，

走题偏题。“分类结构法”可以安排作文主体的层次和内容，

不易跑题，明晰好用，备受阅卷老师的青睐。“分类结构法”

宜简明不宜繁杂，找到三个左右表面内容不同，但有内在联

系的角度和材料，依题写话，结构全文。[3]以下介绍“分类

结构法”三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3.1 按“时间”写话

把主体部分划分成几个段，分段式地描述。例如，余

光中的《乡愁》[1]“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

乡愁是……”以时间为顺序，用四组不同意象表达思乡主题，

思路开阔。如笔者尝试让学生写《我的欢乐》这个题目，可

以这样结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欢乐。小时候，我的

欢乐是一份凉爽爽的冰激凌……上学后，我的欢乐是一张获

得高分的成绩单……现在，我的欢乐是……”作文以“欢乐”

为线索，贯穿不同时期的生活画面，生动清晰地反映了作者

心路成长的历程，紧扣主题。

3.2 按“空间”写话

主体部分按空间转换的顺序分出几个“点”，逐层描

述，把不同处所中的不同事件或景物细致表现出来。如鲁迅

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主体部分主要写了百草园和

三味书屋，前后对照，有力突出了中心。同样是《我的欢乐》

这个题目，有的学生这样结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欢乐。

我的欢乐在沸腾的球场……我的欢乐在静静的书房……我

的欢乐在动人的课堂……”以“欢乐”为线，把三个不同角

度的生活场景贯穿起来，丰富内涵，紧密扣题。

3.3 按“内容”写话

主体部分打破时间、空间顺序，从内容的表达上来分类，

然后逐层描述，如朱自清先生的《春》[1]一文，作者把春景

分为五类，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层

层描写，展现春天。笔者学生写《这就是生活》，主体部分

就是按内容来分类，即把生活分为“酸”“甜”“苦”“辣”

四类，每类用一个生活片段去表现。全文结构完整匀称，内

容具体感人，中心突出，扣题巧妙，受到阅卷老师好评。

4 点题呼应，避免貌合神离

有些学生在紧扣题意、审题立意后，也能依题写话、

活用结构的“打腹稿”构思，但作文内容和写作要求若即若

离，细究时个别语句、段落又游离于要求之外，和作文要求

联系不紧密，“即”少“离”多，尤其是形式（貌）上沾边，

内容（神）上却不能点题，得分也不高。[4]点题的方法多种

多样，以下介绍两种可操作性、适合大部分生情的点题呼应

法，避免貌合神离。

4.1 首尾呼应、回环往复点题

无论是命题、材料、话题、情境作文还是综合形式的

作文，无论是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开篇都应该落笔入

题，紧扣标题又引人入胜，使阅卷老师一眼就能抓住文脉，

结尾又能画龙点睛般照应开头，点明主旨，或干净利落，戛

然而止；或耐人寻味，余音缭绕，让阅卷老师读到最后仍意

犹未尽，定能得高分。例如，朱自清《背影》[1]、宗璞《紫

藤萝瀑布》[1]、鲁迅《故乡》[1]等都是这类首尾呼应、回环

往复点题的典范。

4.2 每段开头句构成排比，反复点题

中考作文除了首尾呼应，回环往复点题，中间主体部

分也不能泛泛而谈，而要有一定的点题吸睛的句子呼应。可

给每一层加个小标题；或在每层的开头一句中使用带有明显

标志色彩的词句，以显示不同的层次。例如，中考满分作文

《你还会浮躁吗？》，一位学生用了三个小排段：“你还会

浮躁吗？在那大自然的怀抱中……”“你还会浮躁吗？在那

抑或清婉抑或豪迈的诗词里……”“你还会浮躁吗？在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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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年轮里……”这篇作文领起句构成排比，主线突出，可

谓构思清晰、精巧。

5 结语

中考作文是中考语文试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改

革的新形势下，注意写作训练形式的多样化，兼顾各种文体

情境，给考生更多的自主选材和构思行文的空间，这是中考

作文命题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语文教师要顺应中考作文

改革发展趋势，重点在选材立意、行文构思、首尾点题等方

面进行实实在在的“打腹稿”训练与提高，让作文教学更加

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更加回归到理性教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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