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考试季了。语文是一

门重点学科，作文是语文的半

壁江山，在中考中占60分。对

众多考生来说，作文是一个难

点。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高

效复习作文以备考呢？

我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

发现，学生对于写作最大的困

难是拿到了作文题目后往往无

从下手，不知道能写什么，也就

是说，苦于缺乏写作的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从生活中积累素材，
学会梳理素材

其实，语文是生活的大语

文，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

相等。最新发布的《2022 语文

课程标准》指出：“多角度观察

生 活 ，发 现 生 活 的 丰 富 多

彩，……表达自己对自然、社

会、人生的感受、体验和思考，

力求有创意。”生活永远是写

作的源头活水。细致地观察生

活，用心地感受生活，深入地思

考生活，积极地书写生活，那

么，生活中的鲜活素材就会从

笔端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来，再

也不愁没有材料可写了。

在备考时，可以把生活中

的写作素材、以前写过的作文，

做一个简单的归类整理。比

如：素材大类有个人成长类、特

长爱好类、家庭生活（亲情）类、

校园生活类、社会生活类、社会

公益类、传统文化类、读书感悟

类等，再提炼出一些主题关键

词，如热爱、发现、感恩、成长、

尊重、包容、责任、梦想、拼搏、

奉献等。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

类是交叉的，一篇作文素材也

可以包含多个主题关键词。经

过这样的梳理，对各类素材就

会有一个清晰的把握，拿到作

文题目后，在准确审题的基础

上可以迅速地选材、组材和构

思了。

在准备素材时，在社会生

活类可特别关注平民，关注小

人物，从凡人小事中挖掘出人

性美，展现出人物精神的闪

光。这样的凡人小事特别值得

书写。比如六年级课文《青山

不老》中的老人十几年坚守种

树，比如课文《散步》中一家四

口三代人的小路散步，比如课

文《桥》中的老汉在洪水袭击村

庄时组织乡民撤离等。今年疫

情期间，除了医务人员，还可以

关注社区街道的社工、志愿者、

物业、楼长、保安、“团长”等，或

许自己的父母也是其中的一

员，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思考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也可以关

注平时的那些清洁工、街上的

小商贩等。作文中若能写出这

些底层小人物人性的闪光，则

尤为动人。

掌握正确的复习作文的

方法，关注生活，积累梳理素

材，那么就会极大地提高复习

效率。一般可采用思维导图或

表格的形式梳理素材，会清晰

明了。

审清题意，
选材须恰当

有了素材，还要根据题目

要求能恰当选材，上海中考作

文评分标准明确提出“中心明

确，选材恰当”的要求。在写作

过程中，选材很重要，好素材是

作文得高分的关键条件之一，

写什么内容决定了文章立意的

高低。

那么，怎样的素材是好素

材？素材的选择应注意些什

么？

首 先 ，避 免 使 用 消 极 素

材。中考作文要求展现的是青

少年学生积极正面的价值观，

因此对于消极素材的使用必须

格外慎重，在一般情况下要避

免使用，消极材料必然立意不

高，语言再好也不可能得高

分。所以要写积极向上的材

料，挖掘社会生活中的真、善

美，弘扬正气正能量。

第二，避免使用已经被别

人反复使用过、老套陈旧的素

材。有很多同学喜欢使用历史

材料，觉得有文化底蕴。但这

些素材人人皆知，学生囿于阅

历有限，很难挖掘出新意，并且

会相似雷同，这很难在中考阅

卷中调动阅卷者的兴趣，分数

自然不高。要多写身边的新鲜

事，贴近生活，彰显时代特色和

社会新风尚。

第三，根据作文题目要求

和写作者的实际能力和写作特

点，合理地选择一个或几个素

材。有的作文题目，如“这事，

真带劲”（2019中考题）、“就这

样，埋下一颗种子”（2017中考

题），或题目中出现“这一次”、

“那一次”这样的的词，就限定

了只能写一个素材。若没有这

样的限定，如“迎风而立”（2021

浦东一模）、“比看上去更有意

思”（2021中考题），没有限定，

就可以写一个或两个、三个素

材，一般不超过三个。几个材

料之间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联

系，应当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展

开，切忌简单地拼凑堆砌。

灵活运用已有素材，
打磨修改

我曾经让学生在八年级时

写过2020年上海中考作文，为

打磨文章的语言经过了三次修

改并作为备考素材积累起来。

后来这个素材被一位学生灵活

运用到了浦东 2021 一模作文

《迎风而立》中，作文得了满分，

语文 143 分，是当年一模最高

分。在2021中考作文《比看上

去更有意思》中，也用到了两个

修改多次、精心打磨过的素材，

取得了语文 141 的高分，最终

被建平录取。

说这些无非是要告诉考生

们，积累的好素材要多修改，要

多锤炼语言，中考评分标准中，

中心和材料 25 分，语言 25 分，

思路和结构10分，所以语言流

畅、生动、富有表现力也是作文

得高分的关键之一。同时，同

一个素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去挖掘不同的意义，灵

活地运用到不同的作文题目

中，那么叙述的侧重点也会有

所不同。大家可以把相同素材

在不同文章中的应用进行比较

阅读、思考，应该会有所领悟。

所以备考时，一定要准备

几个鲜活的、经典的好素材，能

切中时代脉搏、反映现实生活

的就更好了。对于这样的素

材，反复思考，精心修改，打磨

语言，这必定会让你的作文更

胜一筹，勇夺高分。

下面是不同层次作文的得

分区间，学生可以对照自己的

作文进行修改，使作文一步步

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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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得分审题最重要——符合题意，材料能为中心服

务，能表达中心。

C档中下—36分

结构完整（有开头、结尾），500字以上，分段（5、6段），一个

具体事例

C档中—48分

材料具体，有中心，语言通顺

B档中—50—52分

材料具体，中心明确，条理清晰。往上提分：设置线索（时

间推移、空间转换、情感变化、某一具体物件……）（顺叙、倒叙、

插叙）

B上A下—53—55分

重点突出（详略分明），中心明确，语言流畅

A档上—56分以上

材料典型，立意深刻（有文化、有思想、有情怀），语言有表

现力（有文采，个性化表达）

附：考场作文分层、升格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