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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高考在即，很多考生在准

备高考作文时，容易忽视一些最基

本的问题。从近年高考作文的情况

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考生

应尽可能地明了、规避，以便获得理

想的成绩。

◎审题：若即若离

虽然近年来高考作文多以“话

题作文”或是“新材料作文”出现，题

目宽泛，不设审题障碍，但也并不是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

么写，依然要在所给话题、材料范围

内进行审题写作，不可抛开话题、另

辟蹊径地“信马由缰”。否则，就会不

着边际，偏离话题。比如上海2007年

高考作文题《必须跨过这道坎》，就

应该牢牢抓住“必须”、“跨”、“坎”等

“题眼”进行审题，还要重点关

注、开掘出“坎”的引申义、比喻义。 

【规避】 针对题目“辨字析

词”，盯准“题眼”，尤其对于哲理性命

题，涉及辩证关系的，更要深入分析

题目的深刻内涵。审题越细、越准、越

透，立意的思路就越宽、越深、越广。 

◎入题：千呼万唤

高考作文因字数、时间的限

制，不可能写得太多，但有相当多的考

生往往出现“入题慢”的弊病，废话很

多。引用原材料或可有可无的内容占去

了很大的篇幅，重点部分无法展开。 

【规避】 多看名家精短美文，在

“实战”中寻找不足，总结经验。 

◎扣题：蜻蜓点水

有的考生写作文，从头到尾没

有出现话题、话题的关键词或与话

题相近的表述，看不出是就所给特

定“话题”或是“新材料作文”而写

的文章，这样得分自然不会理想。 

【规避】 行文时牢记“考纲”中

对作文扣题一项的具体要求，回想老

师的相关叮嘱及传授的方法。 

◎立意：平庸病态

见解独到、构思新巧、主旨积极

的文章无疑是任何人都梦寐以求

的。可惜的是，在考场上有的学生为

了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甚至写出

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文章。由于思想格

调不高，不符合高考作文“思想健

康”的要求，降低了作文品位。 

【规避】 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走向逆向思

维、发散思维，视角独特，出人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 

◎选材：陈旧苍白

有的学生作文材料陈旧苍

白，缺乏厚重感。要么记叙一件

事，有骨架没血肉；要么议论一个

道理，观点+例子+结论，缺分析少

论证；要么连例子都没有，翻来覆

去，空谈漫议，写到哪儿算哪儿。 

【规避】 继续收集鲜活的材

料，并选记一些名言警句，并把长期以

来的“库存”分门别类筛选一下，择出可

用于写作的精品材料列出提纲。 

◎语言：艰涩难懂

有的考生喜欢使用缩写、英文

单词、网络语言，其实这是要冒一定

风险的。高考大纲对于作文的要求

是语言通顺、用词贴切，文句有表现

力。因此，考生应当尽量用优美、有

内涵的语言来表情达意，要用最规

范、最传统的语言来写作。 

【规避】 写作时尽量不使用网

络语言或少数人才知道意思的语言。 

◎形式：千篇一律

考场作文，事关重大，不仅内容

要出彩，形式上也应该不拘一格，使

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完美统一，方

可获得高分。尤其是写作能力强的

学生，不要因为形式的“不适宜”而

失去了本不该丢的分。 

【规避】 运用题记、后记、演讲

稿、采访记录、日记体、书信体、小标题

等新奇形式来诠释思想，表达意旨。

◎文体：似是而非

有的学生写的文章好像属于

“四不像”的文体，因而阅卷老师难

以读懂、把握这样的文章，判分就有

争议。所以，一般说来，文体还是明

朗为好。 

【规避】 就高考作文而言，最

好多使用记叙文（夹叙夹议）、散文

（记事、抒情）、议论文三种常见样

式，少采用或不用诗歌、戏剧、文言

等体裁。 

◎结篇：虎头蛇尾

有的学生由于没有分配好写

作时间，以致在写作文时所剩时间

不够了，有的考生来不及结尾，结果

或用一句话硬断，或点上一串省略

号，或干脆空在那儿。无论哪一种情

况，都会被视为未完篇处理。因为阅

卷老师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首先

是看文章的整体。 

【规避】 最后交上的作文无论

如何都应该是一篇结构完整的作文。 

◎卷面：乱涂乱改

现在是电脑阅卷，我们都有这

样的感觉：书写工整、卷面整洁的

作文使人赏心悦目，印象分立即增

加。高考作文偶尔出现一两处错别

字无可厚非，如果接二连三地出现

错别字，就会被认为语文基础太

差，得分也会大打折扣。2013年高考

作文对错别字要求更高，有的省已

经规定，每错一字扣一分，应予以特

别重视。 

【规避】 养成好的书写习

惯，不会的字、词可以换个说法。 

◎修辞

高中教材附录部分总结了

十二种常见修辞方法。考试中

经常会考到运用修辞知识理解

文章内容的题目。对于修辞方

法，不光要会判断句子或段落

使用了何种修辞方法，更重要的

是理解其表达效果，以便更准

确地理解文章内容——

“比喻形象又生动，比拟无

生化有生，借代简洁又鲜明，夸

张最显物特征，对偶整齐且匀

称，排比语势强增情，设问启

发人思考，反问语气更加强，引

用真实又简明，反语讽刺加幽

默，对比特征更鲜明，反复咏叹

强感情。”

◎理解常用词语在语言环

境中的意义

《考试手册》中，“理解常

用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是

一个重要考点，也是经常会考到

的题型，但同学在答题时往往

不知从何下手，以至于答案往

往答不到位。为此，应牢记——

“弄清它的词典义，推断它

的转换义，删去枝条存主干，凝

结提炼语境义。”

◎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

“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是

阅读解题中的难点，它需要对文

章信息进行重新加工与组合，以

至于抽象、概括，成为高度凝练

的思维结晶体。所以，考生们往

往在这类题型中失分较多。但记

住了方法，其实也不难——

“筛选信息并整合，四项步

骤不可缺：第一切好信息块，关

键词句要抓牢，去粗存精语凝

练，踩点得分抽出条。”

◎段落的作用

对于段落的作用，我只总结

出结尾段作用的口诀，其实是可

以举一反三的，对于开头段及中

间段的作用同样适用——

“分析结尾段作用，先看结

构再内容。题目开头与前文，结

尾是否相照应；联系内容细分

析，升华主旨延伸情。若是写景作

结尾，意味含蓄韵无穷。”

这里要说明的是，“若是

写景作结尾，意味含蓄韵无

穷。”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一般写

景抒情的散文如此，但诗歌以

景语作结，同样如此。

◎诗歌的鉴赏

高考语文阅读中，诗歌鉴

赏是个难点，也是很多考生感

到头疼的一部分，每次考试下

来，考生在这一部分往往损失

严重。其实难怪，鉴赏能力本身

就是在阅读中要求比较高的能

力，但我们掌握了方法，也会化

繁为简，化难为易。鉴赏诗歌首

先要注意诗中的意象，而古典诗

歌，其中的意象一般是比较固

定的，我们领会了其中所蕴含的

意义，就能从意象出发，更为准

确地理解和把握诗人在诗中所

表达的思想感情，进一步领会

诗人所创造的意境——

“松梅竹菊寓高洁，借月托

雁寄相思，杜鹃鹧鸪啼凄凄，梧

桐叶落透悲意，别时长亭柳依

依，落花流水传愁绪，乌鸦燕子

系兴衰，草木仍在人事移。”

而意境的构成，无非就是

情景关系——

“纯写景的景含情，纯写情

的情见景，有情有景情景融，情

景交融创意境。”

至于意境鉴赏，几个步骤

不要忘记——

“先描画，后简括，析情一

步莫忘了，情景关系最重要。”

最后不要忘记分析诗人的思

想感情，因为诗人的思想感情与

画面是融为一体的，这才是意与

境浑。归根结底还是情景关系。

◎表现手法及语言风格

表现手法及语言风格，是文

学作品鉴赏的重要内容，现代

文和古诗文都会涉及。不同的文

体间，其所使用的表现手法是

有区别的，实不可一概而论。我

总结的表现手法歌如下——

“表现手法何其多，表

达、修辞全囊括。把握文体细细

分，文学阅读常碰到。人称、抑

扬加铺垫，正面、侧面和衬托，比

兴、托物与象征，伏笔照应虚实

合，动静相映诗炼字，用典语精

省笔墨，意境优美情景融，以叙

代描是白描。”

另 外，语 言 风 格 歌 如

下——

“写景状物语华丽，朴实无华

见真情，明白晓畅即明快，含蓄蕴

藉韵无穷，豪放刚健阳刚美，阴柔

婉约透娴静，正规公文宜庄重，简

笔繁笔各显功，整散结合音乐

美，幽默活泼更生动。”

最后，评价作品思想意

义，这也是有方法的——

“当时有无进步义，今天有

无现实义，有无历史局限性，作

者人物辩证析。”

高考作文：规避10大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语文高级教师 程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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