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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作文、看图作文和材料作文
闵行区君莲学校 许织云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程立海  

续写作文的命题形式比较简明、直接，只是提供一个“情境”、“由

头”，一般文字较少。如2013年龙岩的：周末，难得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

午。蹙着眉头，我被第七道数学题难住了。客厅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我隐

约听到妈妈说：“……他（她）在做作业……半期考……”妈妈的声音越

来越小，我终于听不见了。我走出房间：“妈，谁？是找我吗？”要求：①将

上面的文字续写成一篇记叙文。（上述文字不必抄写）②情节构思要合

情合理。 ③ 题目自拟。

还有台州的：所有的结果都不是凭空降临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个

过程。昨天的种子在今天发芽，明天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开始……以“我

相信，明天是今天的延续”为开头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

续写作文这一题型，以前高考中曾出现过，对中考而言，是非常新

颖的题型，尽管不多见，但一旦遇上了，就要仔细阅读所给文字，理解

其中所包蕴的有效信息，从而沿着给定的情境和语意，发挥想象与联

想，并调动生活积累，将自身置于情境中，按照日常逻辑，展开合情合理

的故事“编织”和“设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这类作文都有一定的限制性，写作者要

按照命题人提供的限定“路径”往下走，不能偏离“轨道”，否则，就有偏

题、离题之虞。

看图作文，和命题作文一样，首先要学会审题，搞清楚题目的性

质。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是写景的，还是状物的。因为只有弄清文题

的性质，才能确定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法。 
进行看图作文，必须认真观察，观察得细致，才能写得具体，抓住

了重点才能把图中的中心思想表达得准确。 
同时，要紧扣画面，展开合理的联想。考生应根据图画上的内容，把

自已所经历、所了解的生活中有关的人或事，补充到画面中去，填补画

面中因时间和空间局限而未表现出来的内容。这些内容不是凭空而来

的，而是紧扣画面分析来的。所以，进行联想的依据就是画面本身。 

其特点是文题简约、清楚。如山西省的命题：打开初中语文的每一

篇课文就是走进一个世界，窥见一段人生，感悟一种智慧，领受一片

情感，接受一颗心灵。

请结合初中语文课文，按特别要求拟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

作文：感情自然、朴实、真切;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中避开真实的人

名、校名和地名。

还有给出拟题的特别要求的。作文题目中必须包含课文题目，或

课文作者，或课文中的人物，或课文题目中的词语等等，如《背影》、高

尔基、小弗朗士、百草园……

这一题型作文，以前高考中曾出现过，对中考而言，是非常新颖

的题型，它打通了课文与写作的通道，真正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思想，对

此，要引起考生的注意——要将课本学好，达到融会贯通。

自命题作文，可供写作的对象比较充分而熟悉，也就是说，考生选

择、发挥的空间比较大，有的课文甚至要求背诵或做过类似的写作训

练。在考场上，考生要尽可能地将大脑的库存快速搜索一下，最后锁定

与众不同，并且有胜算的入题即可。

因此，自命题作文要求考生在日常课本学习中，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

脚印地掌握好课文的内容，包括情节、主要人物、主题等各个方面。

还要按照课文与老师的要求，做好相关的演练功课，以便有备无患。

总而言之，鉴往方可知来，有了富有实效性的备考，才能百战而不殆。

续写作文

看图作文

自命题作文

学写诗歌可以从仿写起步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退休语文教师 李国富

有人说诗歌是文学花园中最美的花朵，有

“语言之钻石”“情感之珍珠”等美誉。我国诗

歌著称于世，作品浩若烟海，博大精深。遨游

于诗海，我们欣赏诗歌的意象之优美、情感之

浓郁、节奏旋律之美妙，可谓其乐无穷。倘若想

学写诗歌，我们不妨降低一点门槛，从仿写起

步，在仿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思维和语

言的训练，也可以创造和享受一份独有的快

乐。

诗歌欣赏：

十分钟

草人儿

再坚持十分钟

就下班了

十分钟

抽一支烟

发一条短信

一晃就过去了

而此刻

如果是在离别的站台上

我会把这十分钟

拧出水

然后顺着指缝

流成泪

赏析：

诗的第一段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聊天

似地与读者交流人们熟知的感同身受的生

活，粗看甚至不像诗，太直白太缺乏韵味，然

而，正是生活化的语言写出了十分钟的太短

暂太平凡而不为人重视，这才与第二段离别

的站台上这十分钟的弥足珍贵形成强烈的

对比，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而且比之那些

艰涩难懂的诗真正是缩短了作者与读者之

间的心理距离。第二段写“如果是在离别的

站台上”，犹如镜头切换，一下子把读者的视

线带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一

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生活中多少人都曾经历

过的离别场景。“我会把这十分钟/拧出水 /
然后顺着指缝/流成泪”，想象大胆奇特，把

时间比作水——可谓“奇”，一个“拧”恨不

能时间多出一分一秒也好，足见离别时时间

的弥足珍贵——可谓一字千金意境全出，把

时间之“水”比作离人之“泪”，不仅想象大胆

奇特，而且让读者联想到恋人“执手相看泪

眼，竟无语凝噎”的眷眷的离别之情，抑或是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的浓浓的

战友深情，抑或是……这一切给读者营造了

驰骋想象的空间，点化了诗的浓郁情感。

学生仿写：

十分钟

七年级一学生

再坚持十分钟

就放学了

十分钟

说一则笑话

发一回呆

一晃就过去了

而此刻

正是复习迎考的关键时刻

我会把这十分钟

拆成秒

然后像海绵吸水那样

一点一滴地吸收知识

一秒钟

七年级一学生

再坚持一秒钟

就冲线了

一秒钟

眨一下眼

回一次眸

滴答就过去了

而此刻

如果是在2008奥运赛场

刘翔会把那一秒中的某个点

定格在奥运会的辉煌史册中

哪怕是0.01秒的超越

赏析：

如果说，草人儿的《十分钟》让读者感

受到的是眷眷的浓浓的离别之情，那么，仿写

之作《十分钟》则让我们读到了学生在时间

领域里的“惜时如金”的精进境界，特别值得

称道的是“拆成秒”一句，虽不如“拧出水”那

样令人拍案叫绝、过目难忘，却也有几分异曲

同工之妙。而《一秒钟》不仅在诗题上有大胆

突破，更是契合了刘翔百十米跨栏的竞技特

点，将惜时的重要演绎到了极致，末句以百分

之一秒为单位，读来真不免有赛场竞技的惊

心动魄之感！

两篇学生仿写之作，尽管难比原作的功

力，但确实写出了点新意，写出了点各自的特

色，想必在仿写训练的过程中也会在思维能

力和语言能力方面有所长进。

无论是“旧瓶装新酒”作内容上的拓

展，还是“陈酿换包装”作形式上的更新，都

能收到点滴创造的效果。点滴创造的不断积

累，未来的哪一天我们同学手中不但可以制出

新瓶而且能够酿出新酒，成为全新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