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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小考高分作文(阅读指导使用提高2009-2010)》的三大亮点总结2009：2009年小考高分作文真
题真卷：最优应考范本；2009年每篇高分作文提出“核心亮点”：直击高分秘诀；2009年35套小考考
题35篇考场思路解析：掌握高效构思。
四大特色备战2010：标杆范文逐段旁批解读：树立满分榜样；精选今年小考10篇最佳创新范文：指明
高分路径；精心筛选必备高频易错字词与热用名言素材：让你赢在准备；7大名师7个专项角度谈小考
高分方法：实现聪明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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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七大名师谈2009年小考高分作文实用技法读书写：卷面整洁　书写规范知识要点——汉字的
重要性／考试说明——卷面分值／技法详解——如何保证卷面整洁、书写正确——全国优秀特级教师
刘克锡谈审题：认真审题成竹在胸知识要点——文章的开端／考试说明——符合题意臌法详解——如
何抓住题眼，让作文不跑题——全国优秀少儿作家范素素谈立意：立意求异努力创新知识要点——文
章的骨架／考试说明——立意深刻／技法详解——如何让文章立意深刻、有新意——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作家林丙程谈选材：精选材料生动感人知识要点——文章的原料／考试说明——巧妙选材／技法详
解——怎样选材能写出好文章——省级小考作文命题专家郭海龙谈构思：巧妙构思条理清楚知识要点
——文章的提纲／考试说明——条理清晰／技法详解——如何组织材料、巧妙构思——全国小考作文
研究专家张朝全谈内容：内容充实言之有物知识要点——文章的血肉／考试说明——言之有物／技法
详解——如何让文章内容丰富、语言精彩——小考语文资深命题专家仲启娟谈首尾：开头结尾明点主
题知识要点——文章的相貌／考试说明——画龙点睛／技法详解——如何写好开头和结尾——全国优
秀高级教师刘学强第二辑　2009年全国小考高分作文北京·海淀考区　以“一个_______的故事”为题
作文以“我最崇拜的人”为题作文海淀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海淀考区标杆范文我最崇拜的人海淀
考区高分作文我最崇拜的人我最崇拜的人北京·密云考区　以“难忘_______情”为题作文密云考区
原题再现·考场思路密云考区标杆范文难忘师生情密云考区高分作文难忘同学情难忘师生情天津·和
平考区　以“一次难忘的_______”为题作文和平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和平考区标杆范文一次难
忘的交易会和平考区高分作文一次难忘的观日出一次难忘的夏令营一次难忘的野炊天津·东丽考区　
以“我和书的故事”为题作文东丽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东丽考区标杆范文我和书的故事东丽考区
高分作文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重庆·万州考区　以“成长的足迹”为题作文万州
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万州考区标杆范文成长的足迹万州考区高分作文成长的足迹成长的足迹重庆
·荣昌考区　以“我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为题作文荣昌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荣昌考区标杆范文我
和老师之间的故事荣昌考区高分作文我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我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江苏·张家港考区　以
“那是一次_______的尝试”为题作文张家港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张家港考区标杆范文那是一次
温暖的尝试张家港考区高分作文那是一次成功的尝试那是一次伟大的尝试江苏·盐城考区　以“一
次_______的考试”为题作文盐城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盐城考区标杆范文一次“偷袭”考试盐城
考区高分作文一次特殊的考试一次天才的考试一次难忘的考试江苏·丹阳考区　以“和有家庭有关的
记忆”为话题作文丹阳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丹阳考区标杆范文“报复”老爸丹阳考区高分作文外
婆的豆花那难忘的一顿饭江苏·赣榆考区　以“_______的滋味”为题作文赣榆考区原题再现·考场
思路赣榆考区标杆范文成功的滋味赣榆考区高分作文食言的滋味对妈妈说“我爱您”的滋味浙江·温
州考区　以“早晨”为话题作文温州考区原题再现·考场思路⋯⋯第三辑　2009年10篇最佳小考创新
范文第四辑　2010年小考作文高分应考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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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七大名师谈2009年小考高分作文实用技法　　谈书写——卷面整洁书写规范　　全国优
秀特级教师刘克锡　　知识要点　　1. 所谓“字如其人”，卷面就如同你的一张脸，干净的卷面首先
会给阅卷老师好的印象。
　　2. 重视汉字的重要性，要为写好汉字打下基础，考场作文尤其如此。
　　考试说明　　1.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注意间架结构。
　　2. 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
　　3. 小考语文试卷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卷面分，要注意正确的书写规范。
　　技法详解瓣　　一是要先理解字词的意思，再进行记忆。
好多考生之所以会写出错别字，就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字词的意思，从而造成记忆混乱。
就拿‘沧桑’这个词来说吧，很多考生都容易把‘沧’字误写为‘苍’，其实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两个
字的字义有什么区别。
　　二是把每个字的读音读准，这也是很重要的。
就拿“讴歌”这个词来说吧，很多考生容易把“讴”写成“呕”，就是因为考生把这两个字的音给搞
混了，如果考生能正确发音，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
　　三是书写态度端正。
字体要求工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而我们不少考生因为学习科目的增加、笔记的增多、书写速度的加快，由楷书逐渐到行书。
在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笔记中，文字出现自由体，不是斜，就是连扯不断. 一旦形成再进行改正，难度
就较大了。
而到考场作文时，一笔一画按着正楷书写，速度既慢又不实用，直接影响到作文的速度。
　　四是注意标点正确。
考场上，有很多学生分不清标点所点的位置。
有省略号挤在一个格里的，有省略号后面又出现一个叹号的。
更有甚者，一点到底，根本分不清逗号和句号。
　　五是修改得体。
主要体现在错了之后，用涂改液、胶纸，或乱勾乱抹，因卷面不清而丢分。
　　此外为考生提供一个写作的小技巧——写作文时拿不准的词可以不用。
作文的评分标准主要是紧扣主题，有一定认识深度，而对于语言方面则没有太高要求，因此考生不必
把太多的精力花费在遣词造句上。
　　谈审题——认真审题成竹在胸　　全国优秀少儿作家范素素　　知识要点　　1. 万事开头难，好
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
在考试过程中要做到审清习作的要求，就等于号住了出题老师的脉搏，写出高分作文是轻而易举的事
情。
　　2. 不要盲目地急于答题，认真思考，抓住题目的核心要求，这才是最关键的。
　　3. 静心审题，谋划布局，成竹在胸。
考试说明　　1. 认真审题，把握习作的中心，保证不“跑题”。
　　2. 审清对象，审明范围，审清重点，符合习作要求。
　　3. 小考语文试卷中，习作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技法详解　　一要抓住关键。
题目是文章的“眉目”和“眼睛”，关键词语就已经向考生暗示了写作的重点。
有的题目关键词语很突出，例如《有爱心的同学》中的关键词语就是“爱心”。
可是有的试题没有直接规定题目，而是要求自拟题目，那就要审清题目的要求，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词
语进行发挥。
例如《我懂得了》，如果写　　我懂得了骑自行车、打羽毛球、洗碗，就比较通俗；而写我懂得了关
心父母、体贴家人、感恩、奉献之类，就会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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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审清范围。
在题目中往往会有修饰限制性词语，考生应通过这些词语确定习作方向，构思并选取合适的材料。
例如《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在这个题目中要注意空间要求是“空气中”；“春天”，你可以
把它看成是时问限制，也可以看成“温暖”的意思。
　　三要确定文体。
在小学阶段，考查的文体主要有写人的、记事的、写景的、状物的等类型。
例如：《我的地理老师》，一看“老师”二字便知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我要减肥》，抓住题目中
的“减肥”，就可以确定是一篇记事的文章；《迷人的月亮》，一看“月亮”二字就可以直接确定为
写景的；《可爱的小豚鼠》则是一篇状物的文章。
　　四要审清人称。
在许多考试习作中有明确的人称要求，对没有人称要求的习作就要做合适的处理。
例如：《第一次打政府热线》就是第一人称“我”；《一件使我感动的事》就只能用第i人称“他”；
《给的一封信》就要用第二人称“你”或“您”了。
　　五要控制字数。
许多题目上都有字数要求。
考场上。
有的同学写作文就如挤牙膏，时问过去了。
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有的却像滔滔的江水，写起来刹不住闸。
这两种情况都不好，字数不够或过多都是要扣分的。
因此，要严格控制字数。
　　这里为各位考生介绍一点习作的技巧。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动笔之前，先用一点时间认真审题，理好思路。
做到了成竹在胸，文章写起来自然会“下笔如有神”。
　　谈立意——立意求异努力创新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林丙程　　知识要点　　1. 立意是确立
一篇文章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明确了目的，我们在选材、布局、语言的选择、感情的倾向上才有方向性，才不至于打乱仗。
　　2. 求异就是自觉地打破原来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思路，给阅卷老师耳目一新的感觉。
　　3. 创新是指在原有的内容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写作角度、写作方式，使作文跳出“老套”的
窠臼。
　　考试说明　　1. 立意时要做到方向正确，情感鲜明，思维深刻。
　　2. 考试中要深入挖掘题目的内涵，找到求异点，便于创新。
　　3. 适当进行反向思考，换个新的角度来审视题目的要求，整合材料，引出新意。
　　技法详解　　一、积极立意紧跟时代。
习作要从正面立意、积极立意，要符合当今社会公德和时代精神，要歌颂真、善、美，抨击假、丑、
恶，提倡以人为本、爱国守法、诚信、环境保护、无私奉献、敬业、自强、与时俱进。
　　如《难忘的一件事》，写与同学吵了嘴让你难忘，就没有意义；如果写同伴为公众做了一件大好
事让你难忘，意义就深刻了。
　　二、立意角度不落俗套。
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总是很平凡。
可是，为什么同样平凡的事情在作家的笔下能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呢？
那是因为他们在角度上避开了“俗套”，从平凡的事情中挖掘出了不平凡的含义来。
同样是生病住院，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很多同学立意为“母爱”，这就落俗套了。
而有一位考生则把落笔的重点放在“生病时的痛苦”、“生病拖累了母亲”，从而悟出了“健康很重
要”的主题，就显得很有新意。
任何平凡的事情，如果能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能翻出新的花样来。
　　三、立意深刻尽显风流。
同一个题目，立意的深度不同，写出的文章大不一样，这就看你的本事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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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同写《小区的新变化》，一位考生仅仅从“改善环境”方面写，意义就不太深刻；第二位考生不
仅写了环境，还写了人们的和睦相处，意义就深刻得多；第三位考生整合了优美的环境和小区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面貌，我们就不得不为他竖起大拇指！
　　四、收束全文升华主题。
好的结尾能给人余音绕梁的感觉。
立意贯穿于整篇文章，那么结尾就是“点睛”的神来之笔。
比如有位考生写《风筝》这篇文章，结尾是这样的：“小小的我正如天上翱翔的风筝，风筝的线永远
捏在妈妈的手里，母亲紧紧地拽着风筝，小心翼翼的，生怕让电线和树枝划破了我们稚嫩的皮肤⋯⋯
”把“母亲的关怀”和“放风筝的小心翼翼”有机地联系起来，显得富有思辨色彩。
　　谈选材——精选材料生动感人　　省级小考作文命题专家郭海龙　　知识要点　　1. 选材就是对
自己已有的材料进行一番挑选抉择。
　　2. 选材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文章的中心。
　　3. 习作中要善于精选新颖生动的材料，敢于割爱。
　　考试说明　　1. 选择好的材料是考场作文能否取得高分的一个重要因素。
　　2. 考试中要善于根据中心选择材料，选择自己印象最深、最能打动读者、吸引阅卷老师的材料。
　　3. 考场中最忌不冷静，抓到一个材料盲目去写。
　　技法详解　　一、选择材料要精当。
要做到“精当”必须注意材料不游离主题，不胡编乱造，力求真实、典型。
如一个考生在《童年趣事》中写，他担心肚子饱了太重，就饿着肚子学飞，多么有趣、多么精当啊！
而有的同学害怕作文不具体，只要想到的材料都写进作文，结果例子堆得太多，效果反而不好。
　　二、选择材料要新颖。
习作中也应该有一双慧眼，善于发现新生活、新事物。
如果写学生学习刻苦都以“开夜车”作材料，写老师的奉献精神总是写“带病上课”，就未免太俗，
没有新意。
我们要做到：别人说过的话我不照原样说，别人用过的材料我不照搬来用。
这样就能避免一般化，使阅卷老师耳目一新。
　　三、选择材料有意义。
选材要有积极意义，着眼点应该是材料的内涵，而不是材料的大小。
生活中很多极普通，甚至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优秀品德。
如一个考生在《一个____的人》中，选择了四川1抗震救灾中的一个战士忘我救人的材料，就是一个
很好的　　材料。
　　四、提炼材料有艺术。
不要抱怨生活太平淡，没有精彩的东西人文。
其实，这主要是我们不会艺术地提炼材料。
提炼材料首先要变一般为典型，进行“艺术组合”就是将分散、零碎的材料进行巧妙的组合和嫁接，
创造出更具典型的内容。
　　此外，选材时也可以从趣、怪上多思考。
有趣的材料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嚼起来别有风味，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搞怪的材料更能夺人耳目，大多数同学考试选材时，以正面材料为主，几乎没有反面材料。
适当选取反面材料，抱着批评的态度去写，让人读了思想上有所收获，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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