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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的困惑，我来解答　　作文是语文学习的重点。
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作文的地位更为突出。
学会作文，写好作文，无疑是每一位高中生内心的渴望。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和高考命题改革的深化，作文命题越来越灵活。
平时的作文训练该如何展开话题作文、标题作文、新材料作文各有什么特点怎样利用有限的时间，在
写作备考方面获取最大的效益事实证明，面对这些问题许多学生心中存在种种困惑。
这里试举二例：　　其一：2007年江苏省高考阅卷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对一篇写
“割麦”的作文推重有加，认为“此文很典型，不事张扬，不搞满天星韵铺陈铺排，不搞华彩炫目的
‘集锦’，不玩深沉，只是极为朴实地记述了父亲割麦、自己割麦的情景，然而它真实、本色、真情
、纯净，一板一眼地道来，汹涌的内心波涛潜伏其间”。
于是，在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有位高三学生向任课教师发出了如下询问：“是不是一定要写‘割麦
’、写农村生活才能得高分”这一问看似好笑，却很有代表性地表明，我们的高中生对什么样的作文
是好文章并不了然。
　　其二：笔者在广西的《求学》杂志推出一组“作文升格指导”的系列文章后，收到全国各地不少
中学生的来信。
山东一位高二学生，要求替他解答一个问题。
在信中，他抄录了某正规出版社出版的《高考满分作文》一书介绍“作文审题绝招”时的讲述：　　
如2008年全国卷乙卷的高考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南太平洋的小岛上，有很多绿海龟孵化小龟的沙穴。
一天黄昏，一只幼龟探头探脑地爬出来，一只老鹰直冲下来要叼走它。
一位好心的游客发现了，连忙跑过去赶走老鹰，护着小龟爬进大海。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沙穴里成群的幼龟鱼贯而出——原来，先出来的那只幼龟是个“侦察
兵”，一旦遇到危险，它便缩回去，现在它安全到达大海，错误的信息使幼龟们争先恐后地爬到毫无
遮挡的海滩。
好心的游客走了，原先那只在等待时机的老鹰又飞了回来，其他老鹰也跟过来了。
　　要求选择一个角度构思作文，自主确定立意，确定文体，确定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
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在以上这则材料中，游客的“好心”与龟群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照，只有由此切入，确立，“做
事一定要遵循规律”“要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才能避免失误”等观点。
才算符合题意。
如果审题时只抓住片言只语，就容易跑题。
比如看到“原先那只在等待时机的老鹰又飞了回来”，就联想到应提倡“等待时机”。
这是只抓住了材料的局部，未能整体理解材料，肯定是不全面的，属于偏题。
　　他在信中发问：以上讲解正确吗确实，这一疑问很有道理。
像2008年全国卷乙卷的作文题，属于“新材料作文”。
新材料作文“主张只要不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在中心角度立意与在非中心角度立意，都视为
符合题意。
放宽的目的，是想使新材料作文有更多的写作角度，有更多样的写作个性。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新课改的高考作文，有更大的自主性、选择性和探究性”（见教育部国家考试中心
余闻先生的《传统与创新兼备》）。
事实上，全国卷乙卷试题的故事材料是借助起伏变化的三个小情节来展开的：其一，小龟遇险，游客
救助；其二，信息误导，群龟出巢；其三，天敌返回，后果不堪。
上述情节能引发的立意方向有：　　（1）游客对小龟的救助是否违背了大自然的安排由此引发对人
类关爱自然却对自然缺乏认识的思考。
“好心”“护着”等联想点不仅可引导考生在材料情境之内去选择立意，而且也可以将其引申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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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生活中、家庭生活中，进而去思考人类自身的相似现象。
　　（2）由“信息误导，群龟出巢”这个情节可引发由动物生存信息到人类生存信息的联想，文中
的“意想不到”是一个生成立意的关键点，考生捕捉到这个关键词后，可以将故事中的“意想不到”
链接到人类生活或自己的体验中去，迅速将材料内的“意想不到”转化或扩展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种种
因信息误导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现象。
　　（3）第三个情节也可单独作为一种立意的引导，就材料内容来说，老鹰的返回可以理解为大自
然的安排，启示人类在保护小龟的同时也要理解老鹰的需要。
材料中的“等待”“回来”等关键词，对考生选择超越材料内容而生发材料内含的立意是有力的支撑
点。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高考作文百问百答》，深刻把握高中新课改的精神，严格遵循考纲要
求，精心设置了“基本能力篇”“命题方式篇”“文体写作篇”“个性创新篇”以及“临场发挥篇”
五大专题，针对高中作文训练、高考作文备考中的100个问题，由名师进行答疑解惑。
答疑部分尽可能结合范例展开，力求详略得当、具体清晰。
此外，针对每个问题，我们还设置了对应的“实战演练”，设计了100道针对性极强的训练题目，对每
道题都给出实用的“写作提示”，然后展示典型性很强的范文并给出精要点评，帮助读者打开思路，
触类旁通。
　　总之，在本书策划、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注重指导与实例相辅相成，力图为广大高中生提供手
把手的贴心辅导。
相信本书一定能助你轻松自如地为写作训练调好弦、定好调，进而在考场上摘金夺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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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考作文百问百答》深刻把握高中新课改的精神，严格遵循考纲要求，注重指导与实例相辅相
成，是适合高中学生使用的手把手的贴心的作文辅导书。
《高考作文百问百答》精心设置了“基本能力篇”“命题方式篇”“文体写作篇”“个性创新篇”以
及“临场发挥篇”五大专题，针对高中作文训练、高考作文备考中的100个问题，由名师进行答疑解惑
，答疑部分尽可能结合范例展开，力求详略得当、具体清晰。
此外，针对每个问题，《高考作文百问百答》还设置了对应的“实战演练”，针对性极强的训练题目
，加上实用的“写作提示”，然后展示典型性很强的范文并给出精要点评，帮助读者打开思路，触类
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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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你的困惑，我来解答（代序）基本能力篇怎样用心感受生活怎样深入思考生活怎样再现客观事物怎样
表现主观情意哪些不良文风须警惕怎样解读作文题意怎样选好切入角度怎样聪明地选择材料怎样有效
地运用材料怎样多角度使用材料怎样做到结构严谨叙事写人怎样用好细节写景状物怎样紧扣特征怎样
评析同学作文满分作文有哪些成功秘诀怎样对症下药升格病文命题方式篇怎样把握命题趋势备战作文
须克服哪些心理障碍怎样提高备考的有效性怎样认识话题作文写话题作文应强化哪几种意识怎样应对
关系型话题作文怎样应对设计类话题作文怎样认识标题作文怎样写好标题作文写标题作文应防止哪些
失误“多头型”作文题有何特点怎样写好半命题作文怎样认识材料作文材料作文基本定位是怎样的新
材料作文“新”在何处新材料作文怎样审题立意新材料作文有哪些写作忌讳小作文有哪些命题形式怎
样扩写和续写文体写作篇怎样理解“文体自选”的要求记叙文写人怎样突显个性记叙文叙事怎样设置
波澜议论文有哪些布局方式怎样恰当地提炼分论点辩证分析涉及哪几种能力怎样以“切割”法举例怎
样写好读后感怎样写好演讲稿怎样练写社会生活评论怎样练写文艺短评怎样条理清楚地说明事物怎样
生动形象地说明事物散文有哪些特点怎样写好散文怎样写好随笔怎样写好小小说怎样旧瓶新装酿华章
怎样借远喻近编寓言怎样放飞想象写童话怎样选好资料写传记怎样以小见大写杂文怎样学写新诗怎样
在体裁上独辟蹊径个性创新篇为什么要立足“基础”求“发展”为什么要多读多思有才识的短文怎样
理解“深刻”的三个评分点怎样理解“丰富”的四个评分点怎样理解“有文采”的四个评分点怎样理
解“有创新”的五个评分点怎样以时代慧眼发独到见解怎样展现诗意与哲理怎样结合特长展示个性怎
样驰骋想象自由发挥怎样正反对照彰显差别怎样聚合同类突显差异怎样巧用“变形”手法怎样用好蒙
太奇手法怎样用好“正话反说”法怎样模仿范例写新篇怎样让语言靓起来怎样彰显修辞手法的魅力临
场发挥篇高考作文是怎样评分的怎样应对网上阅卷如何区分模仿、引用和抄袭立意一定要积极向上吗
怎样“以问领写”出奇制胜怎样借“常规分析”拓展思路怎样展示机智的构思怎样为作文找一个聚焦
点怎样为说理觅一个载体选材上应走出哪些误区怎样避免选材“撞车”怎样做到“思想健康”怎样做
到“感情真挚”怎样做到“意境深远”怎样列好作文提纲怎样自拟精彩的题目怎样醒目地点题怎样写
好开头与结尾“展开”作文有哪些方式怎样精心拟写题记怎样巧妙分列小标题怎样做到“书写规范，
标点正确”写到最后字数不足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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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本能力篇　　1 怎样用心感受生活？
　　任何体裁的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他早年生活的真实记录，许多篇目（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藤野先生》等），早已脍炙人口；朱自清先生也善于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比如《背影》这篇
质朴感人的散文，其实就是记叙了他自己的一幕生活场景。
可以说，写文章就是写生活，大脑中采集的自然与社会的信息越多，写作素材也就越丰富。
　　只有身人生活，心入生活，才能了解周围的人和事、景与物，才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每个人都生活在“生活”之中，可是从生活中获得的认识与感受却大相径庭。
有的人目光敏锐，善于观察，不仅像摄像机一样，能把客观的物象摄入自己的眼帘，印入自己的脑海
，而且能在极其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新鲜东西；而有的人虽然也用眼观察，但
浮光掠影，至多只能有模模糊糊的印象。
两者比较，关键在于是不是“身入”“心入”了。
“身入”而“心”不“入”，生活中大量有趣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材料，就会从眼皮底下溜走；
至于“身”不“入”，不认真生活，不认真实践，那就更谈不上从生活中取材了。
　　那么，怎样才能“身入”“心入”呢？
要对接触到的人和事有浓厚的观察兴趣，要培养感受生活的意识，不只是用眼睛，而且要用耳朵，用
鼻子；不仅用感觉器官，更重要的是用“心”——用“心”去看，去听，去想，去体验。
比如鲁迅先生《社戏》一文中描写月下行舟的几段文字，就是身人生活、心人生活，从生活中汲取生
动材料的典范。
　　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
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
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
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
。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
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
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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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00个学生疑问，囊括作文各大专题。
100个名师解答，结合范例指点迷津。
100个训练题目，针对练习触类旁通。
请选择《高中新文体作文大全》，你一定会得到100个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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