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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学生在写作中的审题能力
何成铂

甘肃礼县实验小学，中国·甘肃礼县

学生通过教师的指导学习，完全做到了习作不写偏，中心明确，重点突出，从而解决了脱题、跑题这一习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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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它是培养学生

的重中之重，它是培养学生会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通顺

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并与社会人际交往的一种能力。小学语

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生作文就是练习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情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内容，用恰当的语言文字

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小学阶段的作文就是练习写出来，

无需做太多的加工润色。只要能写简单的记叙文，做到内容

具体，感情真挚，能写常用的应用文；会用常用的标点符

号，这就达到了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他是非常符合小

学生年龄特点的。因为 6~12岁的少儿童，社会实践活动少，

思想单纯，阅读理解能力都有限，故而写出的作文和艺术创

作是两回事儿，不应该拿太高的要求和标准去衡量小学生作

文，作为高年级学生的作文，大多数学生在字词句篇上，已

经做到了语句通顺流畅，叙事清楚，内容结构完整，但在考

试中，每次都有不少学生“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托题跑

题是常态，究其原因，就是对作文的审题不明。审题是作文

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指导学生的作文首先要让学生深

入思考题目内容，明确题目范围，揭示题目意义，这就是审

题。只有这样做，学生写出的内容才符合要求，也就不会再

出现“脱题”“跑题”现象了 [1]。

2 指导学生完成审题任务

2.1 审清体裁

体裁是文章的表现形式。在小学阶段涉及的的体裁一

般有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诗歌等。小学作文训练的重

点是记叙文和常用的应用文。记叙文主要有主要有写人、记

事、写景、状物四种形式。审清体裁就是要弄清题目要求我

们写什么形式的文章，是写人记事呢，还是写景状物。一般

情况下，文章的体裁，题目都有明确的揭示，要留心辨别。

以写事为主的记叙文，常常注明某某某事；以写人为主的记

叙文，常常注明某某某人；以写活动为主的记叙文，常常著

名某某某活动。如“发生在教室里的一件事”“记一件有趣

的事”“记一件团结友爱的事”，这些题目，都标明是写事

的文章。“记一个勤奋学习的人”“吃苦耐劳的爸爸”“助

人为乐的张大爷”，这些题目标明是写人的文章。“记一次

有意义的活动”“记一次春游”“记一次参观活动”，这些

题目都标明是写活动的文章。

一般情况下，标有“记”字的，常常是记叙文，如“记

一件事”“记一个你熟悉的人”。以介绍物品名称为题的，

一般是说明文，如“电冰箱的使用和保护”“文具的保养

常识”。

有的文题，可以写几种体裁，如“母校使我难忘”，

既可以写母校的老师，同学使我难忘，又可以写母校的事使

我难忘，还可以写母校的景色使我难忘，这样的文章，这样

的文题，要先确定内容及中心，再确定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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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审清人称

人称分为三类，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

第三人称“他”。用第几人称写，要根据主题的需要，如“在

雷锋的精神鼓舞下”，应用第一人称来写，这样容易写出自

己的感情，表达的亲切自然。如果用第三人称，写别人怎样

受鼓舞就不如第一人称真切。再如“雷锋精神鼓舞了他”，

应用第三人称写，这样能比较灵活自由的运用多种表现手

法。审题确定人称，不能只看作文题中的人称代词。例如，

“我的同桌”，题目中的人称是“我”，但并不意味着一定

要用第一人称写，“同桌”是写作的主要对对象，应重点表

表现同桌的品质，最好用第三人称。又如“他给我留下深刻

的印象”，虽然“他”是第三人称，但他是文章重点写作对象，

这样的文题，最好用第一人称写。

2.3 审清选材范围

文章的题目有很多在选材范围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要注意弄清楚这些要求，以防所写的内容跳出“圈”内。如“放

学路上二三事”这个文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范围要求：时

间范围“放学”；地点范围“路上”；数量范围“两三件事”。

再如“我爱爸爸”这个文题，不仅规定了写作对象“爸爸”

这个人物范围，还规定了写作内容“怎样爱爸爸”。

确定文章的选材范围，要注意分析题目中的修饰语，

如“一堂生动的语文课”，修饰语是“一堂生动”。从这个

修饰词中，我们清楚的看到这堂语文课的数量范围只能是

“一堂”，写作内容应该围绕着怎样“生动”来选材。一般

来说，题目中的修饰语越多，写作的内容就越窄，范围越小。

反之修饰语越少，写作的内容就越宽，范围越大，如“一个

星期天的早晨”，这个题目的修饰语较多，严格限制我们必

须写“星期天的早晨”，不能写其他时间的早晨，也不能写

星期天的其他时间，只能写早晨，而且只许写“一个”早晨，

不能写两个。如果这个题目就是“星期天”，范围就广泛多了，

早晨、晚上，一个、两个星期天都可以写。

2.4 抓住“题眼”

题眼就是作文题目中揭示其思想意义，体现文章中心，

点明重点抓或表明感情色彩的词语。“题眼”是关键词，审

题必须重点抓。如“一个刻苦学习的人”，题眼是“刻苦”，

揭示文章的中心。“我心爱的文具盒”，题眼是“心爱”，

表明了作者的感情。“美丽的春天”，题眼是“美丽”，揭

示了文章的重点。分析题目中的题眼，要注意文题的结构类

型。如果文题是一个短语，修饰的词语一般是题眼，如“美

丽的春天”中的“美丽”“珍贵的衬衣”中的“珍贵”是题眼。

如果题目是一句话，一般来说题眼在题目的后半部分，如“小

明后悔了”中的“后悔”“小军和小刚和好了”中的“和好”

都是题眼。

审题抓住题眼十分重要，题眼抓得准，有利于突出重点，

表现中心。否则就容易把文章写偏，中心不明确，重点不突

出。审题，除了弄清以上各项内容外，还要注意题目下面附

带的具体要求，这也是审题的一个方面，要予以重视。如小

学六年制语文教材第 11册基础训练六中的作文：“以‘我

爱什么什么’为题目写一篇作文。标点省略号的部分由自己

填，可以写人，可以写景，也可以写物。要抓住事物的特点

写，并写出你喜爱的情感。作文前，要先确定中心，想好叙

述的顺序，列出简要的作文提纲。写完后要认真读一读，看

看是否做到内容具体，语句通顺，有中心，有条理。如有不

够妥当的地方，用修改符号加以修改。”这个文题附加的要

求较多，首先揭示了写作体裁要求，然后提示了写作的重点，

最后又提示了写作过程。审题如果注意这些附加要求，写起

来就能更好的把握 [2]。

3 教给学生审题方法

审题的方法很多，常见的审题方法有以下几种。

3.1 分析法

分析法，首先要指出指导学生弄清文题是由哪些词组

成的，然后再逐词推敲，弄懂每个词的意思，最后进行综合

分析，如“好风气”这个题目的审题，首先要弄清楚这个题

目是由“好”和“风气”两个词构成。然后再推敲一下这两

个词的意思：“风气”是指社会上或某个集体中流行的爱好

和习惯；“好”是指优点多的或使人满意的。理解了这两个

词的意思后，再进行综合分析，“好风气”是指好的爱好或

习惯。分析法分析要求正确，只要有一出差错，就会造成不

切题的毛病。如写某人做某件好事，没有群众性、广泛性，

就不太切合题意。

3.2 比较法

有些文章，表面上看，意思差不多，可是你仔细比较

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有时差别还比较大。

例如，“我的老师”和“我和老师”这两个题目，差别比较

大。“我的老师”中心词是“老师”“我”是修饰成分，这

篇文章要求写有关“老师”的品质等内容。而“我和老师”

是并列关系，这篇文章要求既要写“我”又要写“老师”，

还要写出“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及发生的事，否则就

不切合题意了。

3.3 提问法

提问法是一种常见的审题方法。一般来说。看到一个

问题，学生常常在心里提出问题，一边问，一边从文体中寻

找答案。文章的体裁是什么？文章应用第几人称写？文章的

中心是什么？文章的重点应写什么 [3]？

4 结语

学生通过以上老师的指导学习，完全做到了习作不写偏。

中心明确，重点突出，从而解决了脱题，跑题这一习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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