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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题作文”题型始用于1999年高考全国卷，至今已连用四年。
从对综合语文能力的检测功能和对语文学科写作素质教育导向作用这两个角度比较，话题作文优于命
题作文和材料作文。
因此，高中师生应对话题作文产生的背景及其特点有个整体把握。
    话题作文的出现，不仅仅是也作题型的变化，而是写作教育观念更新的体现。
    作为一种源自“材料作文”的新题型，话题作文的确存在诸如中档作文区分度不高、“宿构”问题
较严重、议论的深度不足等弊病，但总体而言，“利”远大于“弊”。
只要我们全面地、深入地比较使用“话题作文”的高考答卷与使用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这样标题式命题作文答卷的优劣，话题作文的良好导向作用就突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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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福河，江西师范大学《读写月报》杂志主编；文学院语文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师；江西省中学骨干
教师培训语文科主讲；全国青少年写作中心研究员、副理事长；多个学术团体常务理事、理事；《信
息日报》教育时空专版高考名师指导专栏作用；《江南都市报》文教版“专家热线”语文科特邀专家
。
分别于1996年、2001年两度评选为全国优秀语文报刊编辑。

    主持的杂志及报纸专栏以解析深入、指导到位、效果显著享盛甚广，尤以作文辅导见长，2002年6
月10日的专栏文直击当年高考作文题并解析了例文传为佳话。

    其语文教育基本理念为：语文是“言”与“意”不可分割的学科，中国文化传统的数度断裂株连母
语教育内在民族精神的断裂，重建以现代人格理念为“意内核”的母语教育系统工程迫在眉睫。

    其作文教学基本理念为：“向生活要体验，向书本要发现。
”中学生作文应是以阅读为起点、思维为过程、表达为终点的生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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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立意的深入发掘　第九章　议论性文章立意的深入发掘　　一、有层次地析橹　　二、解析事物
的因果关系　　三、“类、因、法、果”深入方式　第十章　话题作文创新精神培育⋯⋯第三部分　
话题作文的语言技能第四部分　高考散文第五部分　2003年高考散文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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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精神家园”话题精美短文导读　　您可有精神家园的钥匙　　人世中什么光最亮？
正午的烈日，钻戒的折光，炫目的闪电？
最巧妙的回答是：当你披一身疲惫，裹一领夜色，从远方急切返家，遥望见自家窗口，那一脉橙黄色
的灯光，最明、最亮、最辉煌。
　　家园，自人类告别树巢洞穴生活之后，就成为文明生活的起点和归宿。
正常人，谁不珍视灯下亲人的对视，巴山雨夜的回顾?家，意味着温饱、安全、亲情、生命的承接和延
续。
即使在“性解放”的黄色根据地美国，莱温斯基的两片性感的嘴皮，也几乎把总统掀下宝座，可见大
洋彼岸至少在公开的社会道义平台上，家庭庄严性的码码，仍然重于“性解放”的自由。
这或许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家庭，均把住房作为消费首选，且装修越来越讲究精美的内在原因
。
　　然而，美轮美奂的华厦代替不了“文君当炉、相如涤器”的浪漫，旋转彩灯下的卡拉OK无法超
越青山绿水间响遏行云的讴歌。
盛宴豪饮，你能见到多少元稹、白居易似的真情？
大江东去，你能听到多少穿透历史的涛声？
苏东坡的豁达，杜甫的仁爱，林则徐的刚正，曹雪芹的感伤，似乎成了无处栖身的亡灵，成了科技时
代巨大泥石流前的几蓬花草。
人们在提到民族精神、传统美德之时，却拎不清我们要继承的是中华民族哪些精神，哪些美德。
　　到美国读小学的中国姑娘小端木，碰到了一道无法独立完成的作业：制作你的家谱，写出从高祖
父、母至你的全部男女亲属的姓名和生卒年份。
这题由女儿的电脑传到她从事研究工作的老爸大端木电脑前，这下轮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父辈摸头
瞪眼了，接受了多年“阶级斗争为纲”、“亲不亲线上分”熏陶的一代，有多少人能说出自己的“高
祖父”名字，更遑论生卒年份？
直系宗亲姓名尚不被后人重视，精神美德之类虚话就更难求一隅之地。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正在坐视后人如何加速地遗忘我们，坐视拎着先进电脑进出硅谷的华人中，越来
越多人的不知自己从何而来。
什么时候我们的中小学母语教育作业中，才会有制作自己家谱这类作业？
　　精神家园，是人类无形的心泉，是个人的内心星空，是超然物质而又可触摸的另一类世界。
以塑造人的精神家园为使命的孔子，他的基本学术思想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
“立志高远，明天道人道；处世重德行，中规中矩；依据仁心，博爱天下；扩展技能，多才多艺”。
道、德、仁、艺是知识精英精神家园的主要支柱。
四者本应有内在联系，当前的学校教育，注重于“艺”而忽视对前三者进行新时代的重新审视，致使
教育取向与教育实践工程之间矛盾丛生、漏洞百出。
学生苦、教师怨、家长急，追根溯源，是我们母语教学挂图上指不出这门学科精神家园的位置。
　　朋友，课余更多地瞻仰闪烁在时间深处的中外先人们的面孔吧，更多地倾听那些历史的唇边流出
的吟唱吧，当你的心泉能随之激荡，你的精神家园能随之葳蕤繁茂，你或许会感到更具备新人类的资
格。
　　[附]　　想起古老的大师　　洪烛　　看见蝴蝶我想起庄子，舞姿翩跹。
看见月亮我想起李白，对影成三人。
陶渊明是时间深处的隐士，采菊东篱下。
——更确切地说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苏轼在赤壁怀古，我去赤壁则怀念苏轼——灵魂俨然有故地重
游之感。
想起古老的大师，曾经为战乱、贫困、厄运重重阻挠，却依然留下美丽空灵的文字，我承认自己是雕
花走廊外迟到的书童。
生者与亡者，仅仅一纸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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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的阅读或朗诵，能给他们以慰藉。
　　长安米贵，洛阳纸贵，郊寒岛瘦蜀道难。
和苦难的大师们相比，遗憾的是我们生存在一个贬值的时代——被风花雪月疲软了骨气，被流行歌曲
或颓废摇滚磨钝了听觉，精神的含金量大大地降低了，只剩下一副无法拍卖的躯壳。
或许我们更为不幸?大师们的思想，春风吹又生，依然新鲜，现代人的灵魂，却在物质的牛角抵触中折
旧了，伤痕累累，破绽百出。
　　齿轮没有记忆，工业社会产生不了真正的牧歌。
再发达的电脑，也创造不出神话般的灵感。
精神家园杂草丛生，地址不详。
在荒凉的时刻，从蒙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古代圣贤的经卷，字里行间的呼吸滚烫炙手，我又恢复了清
洁的宗旨，并且惊讶：大师们在那原始的年代，居然诞生了如此进步的思想——它们甚至是刻在竹简
或印在毛边纸上的。
我们的物质与精神，究竟哪些在倒退呢?或哪些在进化?　　他们的姓名，构成我内0的星空——所以人
类的文明，也就是人类的光明。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大师们生活过的。
所以我热爱这世界。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字，曾经表达过他们的思想——只要这么想一想，我就加倍地热爱自己的母语。
古老的大师，我遵循你们的语法，而触摸到古典的中国。
　　(附文节选自《读写月报》)　　历史唇边流出的另一种卓越　　大雪茫茫的北国，四野银妆素裹
，田地、树木、屋舍、山岗都失去了原色，包孕到纯白一片的雪世界中。
　　然而，有经验的人，却可以准确地发现村落的水井，奥秘何在?原来冰封雪冻之时，井口会升腾起
袅袅热气，这是因为井底的泉眼源源不断地涌出暖暖的地下水，以至井口像刚揭盖的蒸笼，成为雪地
奇观。
　　大自然的风雪，封不住一口小小的水井，社会的风雪，也封不住千百年来文化精英们喷涌的才情
。
无论历史如何酷烈，铁骑狼烟肆虐也好，皇权凌压也好，诗文之热气仍在“雪地”顽强地升腾，这无
数心泉，汇成中国文化的潜流，千百年来在万民心中流动。
　　这种历史唇边流淌出的卓越，有我们十分习惯接受的一种，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
的《岳阳楼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
先贤的文字，已化为民族的一种精神规范，成为母语教育的基本范文，后贤选用这些诗文，作为弘扬
人生大义的例文，作为对后代施行文化熏陶的主页，对此人们完全认可，并无异　　议。
　　然而，历史文化井口喷涌的仅仅是富有治国平天下政治大义或人生大义的话语吗?　　当代诗人刘
向东说，“我”直到出了大学校门，也没把李白的20字《静夜思》诗意读充分。
为什么“窗前明月光”这样明白如话的诗，诗意那么难领会?这或许因为刘向东这代人以及现在的学子
们所受的文化教育，缺乏一个读生活抒情诗(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诗)的“共鸣腔”。
　　正如直到张爱玲冷寂30年之后我们才重新“发现”了张爱玲一样，我们在选择文化熏陶标本时，
过于注重教化色彩，过于轻视生活色彩；过于强调政治层面的内蕴，过于轻视精神层面的需求。
因此，尽管人人会有风花雪月，人人会遭遇爱情，然而风花雪月至今是贬义，爱情至今是中学生禁区
，未接受过细腻、温馨、甜蜜、苦涩感情洗礼的一代人，到大学毕业时，能领会《静夜思》?能与苏轼
在“明月夜、短松岗”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共鸣?又是什么抑制了我们的感悟能力?　　诗人、文学评论
家张远山先生曾专文为“风花雪月”鸣不平，他说：“愤怒的诗歌属于革命，深刻的诗歌属于哲学。
我要描述的诗歌，是吟咏风花雪月的诗歌，我要赞美的行为是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人类的天
性正是在追求幸福生活具体化为追求风花雪月、喜欢附庸风雅中趋向完美。
”且不论张先生的立论是否周密，社会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文化的多元化促进社会的民主、文明、
进步，文化的单一化必然造成社会的僵化、愚昧、暴力。
对于古代不同风格的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宽容些好。
曾有不少中学师生撰文，反对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段涉及男女之情的民歌《采莲曲》在入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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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时删节，删“艳词”反映了编者的“怕”，事实说明，现教材补入已删部分是正确的，这一点点“
风花雪月”，有助于学生认识生活。
深入些说，“让人人有权享受风花雪月，是革命的目的；让人人有能力享受风花雪月，则是哲学的目
的”。
(张远山《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当我们不再视从《诗经》到《荷塘月色》所引的《
采莲曲》中那些描绘日常生活中最细腻、最内在、最温馨、最隐蔽的儿女情长为洪水猛兽、道德败坏
、“不健康情调”时，我们才有可能解除心理防范去体悟那些风花雪月的韵致。
也只有在具备相当的艺术素养之后，才可能渐渐与古代才子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事实上，建国以来的众多知识分子，包括笔者在内的语文界人士，非常缺乏风花雪月熏陶，这已形成
难以弥补的精神缺失。
　　要感悟“小草在窃窃私语”这样的语句，最好是在蓝天下、绿原中，卧在草地上、头枕青草去听
一听；要感悟自由的李白、超脱的王维、多情的柳永、悲怆的辛弃疾、凄愁的李煜⋯⋯最好先抹去把
诗人按政治需求划分等级的人为界限，聆听他们心中那口泉眼涌出的真情吧。
作为现代人，我们有权利承接华夏一切优秀文化，有权品味历史唇边流淌出的所有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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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话题作文——中学写作理念更新的题型　　“话题作文”题型始用于1999年高考全国卷，至今已
连用四年。
从对综合语文能力的检测功能和对语文学科写作素质教育导向作用这两个角度比较，话题作文优于命
题作文和材料作文。
因此，高中师生应对话题作文产生的背景及其特点有个整体把握。
　　话题作文出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有两个重要的催生因素。
首先，它是写作观念更新的产物。
语文教育界自80年代始，就语文的根本属性问题展开了一场广泛、持久、深入的讨论，作文教学作为
语文学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众多教育界的教师、学者、专家们参与了论争。
至1997年，由于众多媒体参与了论争的“炒作”，原属于母语教育学科性、专业性的争议，增加了强
烈的社会化色彩。
一些报刊文章及书籍出自媒体自身的需求，发表了一些不讲客观、不审事实、惟图轰动效应的偏激言
辞。
然而也正是这种“双刃剑”作用的“妙作”，激起了包括各阶层人士参与讨论的热情。
当媒体的“煽情”作用平静下来后，一批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学者、编辑、专家及大学中学语文教师，
并未因“热点”降温而终止思考，而是进入到涉及写作教育具体问题探讨的系统工程中去。
与传统观念相比富有新创意的中学写作理念及写作教材相继面世，成为最终冲击传统标题作文的先声
。
而高考作文命题，与这场讨论互动并起到超前导引作用。
　　话题作文的出现，不仅仅是写作题型的变化，而是写作教育观念更新的体现。
　　我国本是世界上写作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很多珍贵的资源未能发挥
重要作用。
古代写作教育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措施，是注重引导蒙童先“放胆”再“规范”，由写“放胆文”到写
“小心文”。
在启蒙教育阶段，青少年的写作兴趣成为精神追求之前，不用章法技能问题的批评来扼杀孩子的写作
积极性。
这种“放胆文”放到什么程度呢？
可用苏轼六岁人私塾后的例子说明。
苏轼的启蒙先生是个道士，为人刚正不阿，傲视权贵。
他的教学方式是先让学生读书，再按各种书的不同特色来学习表述，而表述的内容任学生发挥。
苏轼对这段生活的回忆是：“初学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老师让孩子们去“论古今治乱”，不是要孩子有什么治国安邦大计，而是让孩子们打破策论的神秘
，无所顾忌地放胆说话。
苏轼写《夏侯太初论》时年仅十岁，其中写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
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小小年纪就对人们或许有面对生活中千金、猛虎的从容，却不能承受破釜、蜂虿之轻的心态放胆讥
评。
苏轼及当时蒙童们所接受的母语教育形式、学习写作的方法，实与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学习方式及美英
诸国的中小学教育方法相近。
　　然而科举制度影响了这种写作理念的发展，科举考试的评卷规范，孵化出了“八股文”这种应试
写作题型。
它以“代圣人立言”为立意特点，以规范、程式化的表述为形式特点，它能考查学生对经书的把握、
文言功底、行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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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针对话题作文能够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以及能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进
行个性化的表述等特点，全面地介绍了高考中话题作文的写作方法。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精神奠基性话题，针对自然、生命、精神家园、人格塑造、哲理话
题等不同的话题分门别类的进行了讲解，其中既有经典段落的导读，又有各类题材的高考佳作欣赏和
分析，可以使考生对不同的命题都有准确的把握。
在第二部分中重点讲述的是话题作文的构思技巧，讲述了话题作文的审题、立意以及写作时的创新途
径。
第三部分讲述的是话题作文的语言技巧，涉及到了表述过程中的言意关系以及书面叙述的明线和暗线
。
第四部分讲述的是高考中散文的写作。
在第五部分中作者分别选取了2003年高考中的记叙性、议论性以及抒情性散文的例文进行分析和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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