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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晓蕊

高考作文如何踢好“临门一脚”？
听听一线教师的建议吧

市一中高三语文老师吴晓
鸽说，近年来高考作文出题方向
多关涉家国主题，突出主旋律，
紧扣“立德树人”，创造条件让考
生展现家国情怀，抒写挺膺担
当。

“考生在备考过程中要关注
宏大主题，把握时代脉搏，聚焦
社会热点，能够阐述自我观点，
提升担当意识，增强个人修为。”
吴晓鸽表示，2023年全国乙卷作
文“一花独放不是春”，意在引导
青年学生具备世界眼光，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理解合作共
赢。“建议考生既要关注新闻的
纵向发展，又要关注其横向联
系，触摸其内在的规律，解读热
点素材，传承中国精神，培养家
国情怀。”

此外，考察考生的理性思辨

能力是近年高考作文命题的明
显趋势。吴晓鸽建议考生写作
时要深入思考，理性分析，筛选、
归纳出适合自己表达的观点。
考前多读一些思想性深刻的名
家文章，增强思考问题的深度和
广度。

近年来，高考作文命题越来
越注重对中国文化的考查。“这
就需要考生回归文化源头，培养
文化自信，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吴晓鸽说，
2024年九省联考（安徽、贵州卷）
作文以“文化遗产”为主题，引导
学生思考文化遗产在中华文明
中的重要作用，表达自己对文化
遗产的独特体悟，进而担负起传
承中华文明的重任。

向课本靠拢，紧扣课本命
题，展现教考合一是高考作文命

题的另一趋势。吴晓鸽说，2024
年九省联考（江西、新疆卷）作文

“大学的专业选择”的话题材料
就取材于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三
单元“单元研习任务”中的“高中
时代，我们会面临重要的选择，
比如选择什么高考科目、未来从
事什么职业等”。“考生要明确这
一命题规律，充分落实课本每个
单元的写作任务，用课本引领高
考作文复习。”

吴晓鸽等老师表示，2024年
作文备考的方向依然是注重立
德树人、提升理性思维、传承传
统文化、实现教考结合等。考生
要注意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件，思考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
怀；要注意从日常生活的人和事
中挖掘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体现
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突出时代旋律，展现家国情怀

考前准备充足，考生胸有成
竹，才会“下笔如有神”。市一中
高三语文老师段逸铭建议考生，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储备作
文素材。

关注热点事件。思维的深
度、视野的高度直接影响作文的
立意，考生要关注国家现实热
点、知晓大政方针、了解科技成
果和当代中国的建设成就等。
诸如红军长征90周年，新时代再
出发对青年的启示；“神十八”太
空筑梦，新能源汽车成绩斐然，
中国建设科技强国之路步履不
停；中法建交60年，中国致力于
互利共赢，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 念 ；越 剧 火 热“ 出
圈”，中华传统文
化 于 新 时 代

大放异彩……考生要注意思考
热点事件的成因和意义，并将其
融入作文之中，增强思维的深
度。

储备经典话题。国家认同、
社会认知、个人成长、思辨类是
常考常新的几大类经典话题，考
生可具体关注以下几类素材：青
年责任担当与精神品质；家国情
怀与理想信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人工
智能新发展，中国的科技成就；
中国瞬间，中国故事；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等。此外，要关注思辨
类材料的阐释，考生可从历史事
件、热点事件、感动中国人物等
素材中储备经典话题素材。

积累名言诗词。妙引古
诗词名句会让作文锦上添

花，诗词可化用作
题目，可点

缀分论点，亦可为论述段、开头
结尾段增彩。考生平时可多积
累诗词，活学活用。在名言方
面，建议分话题积累，推荐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使用的名
言典故等，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积
淀，为作文增色添彩。

留心课本素材。选择性必
修课程也可以作为储备素材的
一个庞大 宝 库 ，值 得 留 心 整
理。如屠呦呦等科学家的人物
事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谈
及的逆境与成功的关系，文天
祥《过零丁洋》的忠心与气节，
《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
中苏轼的人生感慨与豁达姿
态，陶渊明《归园田居》里流露
的选择本心，荀子《劝学》中揭示
的学习之道……考生可用素材
的“源头活水”，激活高分作文的

“一池春水”。

紧扣命题趋势，做好素材储备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一篇高
质量的考场作文？市一中高三语文
老师张晶为考生送上应对策略及提
分技巧。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题好一半
文。”张晶说，一个好标题能够迅速
吸引阅卷老师的注意力，为获取高
分奠定基础。好的标题应该准确、
简洁、别致、富有文采，拟题方法通
常有：1.妙用修辞，增添色彩。可运
用比喻、对偶、借代、双关等修辞手
法拟题，如《中国AI当有中国志向》
《书写精彩人生 描绘美好未来》等；
2.巧妙引用、化用。如《江山代有才
人出》《大“器”磅礴，唯我中华》等；
3.直接套用话题拟题。如《唯有拼搏
方能致远》，考生要切记拟题思路千
万条，准确切题是首要。

文采是作文熠熠生辉的亮点，
结构则是作文稳固的骨架，结构不
行，满盘皆输。张晶说，考场作文最
常用的三种结构是并列式、递进式
和对照式，考生无论采用哪种结构，
分论点设置都不容忽视。一篇议论
文一般会设置三个分论点，通常要
求是：1.紧扣核心关键词，紧扣论题，
从语言上形成错落有致的美感，内
容上要言之有物；2.从多角度、多方
面展开，进行深入剖析，使论述分而
有序，层次清晰；3.注重逻辑严密性，
使每个分论点之间能够相互支撑，
共同构建完整的论证体系。好的分
论点能够提纲挈领地展示出文章的
结构，反映考生高度的概括能力，也
方便阅卷老师快速把握文章主旨。

开头和结尾是作文的刀刃，开
头要精彩，结尾要响亮，考生要注意
首尾段落相互呼应，会让文章看起
来文采斐然且富有深度。

卷面要美观大方、干净整洁。
考生在书写时要规范、工整，让阅卷
老师一目了然，可以增加印象分或
卷面分。

严格控制好时间。作文应在50
分钟至60分钟内高效完成，其中，审
题构思环节建议控制在 10 分钟左
右，一旦确定写作方向，应避免在写
作中途更换整体思路，以保持文章
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若时间不够，
考生要学会快速收尾，写一个简洁
的结尾来照应文章中心或题目，切
忌留下一句话硬断尾，影响作文得
分。

张晶等老师建议考生，常读高
分范文，注意借鉴吸收；留心生活处
处，搜集素材备用；保持平稳心态，
做好充分准备，从容奔赴考场，书写
精彩答卷，取得优异成绩！

掌握方法技巧，牢记提分秘招

作文是决定语文考试成绩的“半壁江山”，作文得分的高低，往往决定着语文考试的
成败。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如何复习备考作文？一些考生比较茫然。5月20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市一中的三位资深语文老师，请她们为考生支招，希望能助力我市考生踢
好高考作文的“临门一脚”，取得理想成绩。

◀市实验高中教学楼走廊里，高三学子在
认真复习。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