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写议论文的困难在哪儿？一在审题不准，二在无话可说。为什么会无话可说？因为高中生写作的题目概念往往相对宏大和宽泛，这样
可以让绝大多数人能上手，比如“说应运而生”“说布局”“共享”等题目。但同时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写出的文章容易论述空疏，泛泛而谈。

所以，绝大多数考生都遇到这种尴尬：写了几句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讲的道理全对却觉得什么也没说。文章大而空，自己看着都不满意。
我们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名师何杰，以海淀区作文题为例，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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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议论文无话可说怎么办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教师 何 杰

语文

二、追求形象化表达

如果对一个话题没有太新鲜

的观点或阐释，也可以另辟蹊径，

在观点的形象化表达和阐释方面

做点文章。因为很多观点本身并

不新鲜，但如果表述方式形象、独

到，也同样可以吸引并说服读者。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给了

我们很好的示范。

鲁迅主张对待外国文化要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观点其实

并不新鲜，但为什么鲁迅“拿来主

义”的观点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

鲁迅“拿来”一词表达得形象鲜明，

也因为鲁迅以大宅子为喻对拿来

主义实质与作法做了形象性阐释。

鲁迅首先强调不要管大宅子

的来路，只要大宅子能住人（有用），

就要发挥它的功效。但发挥其功

效，则必须摒弃逃避（孱头）、虚无

（昏蛋）、投降（废物）等态度，这是对

外国文化的基本方法论。然后具体

阐释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核

心是占有、挑选。而如何占有、挑

选，则用了鱼翅、鸦片、烟灯烟枪、姨

太太四种比喻来阐释。

对于鱼翅等有价值的食物，我

们既不要矫情，也不能炫耀，而是

像萝卜白菜一样吃掉，只取其可吃

的营养价值；对于鸦片，则让其发

挥药用价值，又警惕有人故弄玄

虚；对于烟灯烟枪，则只取其反面

教育价值；而对姨太太这些最为腐

朽的事物，则让其遣散。

对于每种情形鲁迅都做了分

析，使读者对于“取精弃糟”有了全

面了解，又用比喻使读者有了形象

认识。

鲁迅以大宅子为喻，让读者理

解了拿来主义长什么样。一方面

回应了当时青年对外国产品与外

国文化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另

一方面也使读者理解了拿来主义

的具体内涵，从而加深了对“取精

去糟”这一观点的理解和认识。

基于以上建议而形成的修改

例文。

以上两条建议给该文的作者

以启发，经过认真思考，该文作者

交出了一份相对完美的修改稿，摘

录如下：

我们不妨类比一下，譬如现在

人人面前都有一个宝盒，精美的修

饰，细腻的色彩，都吸引着人们前

去一探究竟。但打开是需要代价

的，所有人都会打开吗？有些人会

躲开，除非金甲护身，是不会再靠

近一步的，只能最后惊叫或惋惜；

有些人会在原地坐等其变，希望宝

盒的主动打开或将亲身经历炫告

他人；有些人会在周围打转，藏入

时间的流向中削弱心中徘徊的罪

恶感，最终也只落得满眼的艳羡。

这些都是在美好前却无动于衷的

做法，最后依然只能拍拍手走人，

如来时一般两手空空。可见若真

正有生之灿烂，一个人的勇气、眼

光、志气和锐意也是必不可少的。

“生”是个人与环境的相逢，时

代的环境中，生长也离不开个人的

主动“回应”，主动“应战”。正所谓

“时势造英雄”，于时势中，何为英

雄？答曰：有英姿，亦有雄起。

21世纪初，互联网在中国开始

萌芽，有不少人都看到了新鲜的向

导，最初的眼球经济也博得了一番

热度。但现在若真令人说来，最让

人有感触、有热度的，还属阿里巴

巴或京东。他们都在互联网上看

到了更大的需求和应用人群，依托

互联网助推线上支付和网购物流

的跨越式发展。而这些的初生、壮

大也并非空想而来。曾经的马云

也经历过亲友的劝退、亚洲的金融

危机、初期的艰苦，但在今天你依

然能看到从他眼中露出的从容与

坚定。这是在与公司共患难的过

程中，其睿智的眼光，时刻的回应

和坚毅的行进所带来的底气和阿

里巴巴生长的前盾。

这几段文字既有具体阐释，又

有形象性表达，把本想表达的不能

只靠所谓“运”，而要敢于“应”、善

于“应”分析得非常形象与充实，说

服力立刻就强了。

一、力求具体阐释

本文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作

者对于“应运而生”之“应”的作用

没有想透彻，二是因为他不善于将

观点置于具体领域来阐释。

我们要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我

的观点是什么意思，我的观点到底

长什么样。

所谓“什么意思”，就是要阐释

自己观点的内涵，不是提出一个概

念、一个观点就放在那儿不管了，

究竟什么意思都由读者去判断。

所谓“长什么样”，是说我们要

阐释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与社会中

是什么具体形态，也就是要举例子

和分析例子。

比如这篇文章举了“直播电商

新业态”这个例子，指出“生的初期

是生，生的后期就该过时了”，但这

不过是把要看懂时运换了个说法而

已，并没有真正解释什么是看懂时

运，也没说清楚直播电商是怎么看

懂时运的。

不妨做这样的修改：

“本世纪初，互联网成为热词，

很多人都想弄个网站搞信息批发，

弄眼球经济。可马云看懂了中国基

础设施事业的高速发展，看到互联

网上人与人缺乏信任的现实。于是

充分利用基础设施发展的红利搞好

物流，又建好一个平台保证买卖双

方的利益，这种对时势的精准理解，

使得他成为时代的成功者，众多粉

丝的‘马爸爸’。可以说，阿里巴巴

是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平台经济

快速成长之运而生的，但没有马云

的正确解读，他很难真的能‘应’得

了这个运。”

这样一段文字就把马云如何

看懂时运给分析清楚了，读者也就

对何为看懂时运有了具体认识。

题目原文如下：
课堂上，同学们就如何理解“应运而生”

展开了讨论。

小张同学说：“应运而生”就是“应时而

生”“顺时而生”，正所谓“春来草自青”“凌寒

梅怒放”。

小李同学说：“应运而生”中“运”很关

键，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有了

“运”，“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小赵同学说：我有一点不同的理解。比

如人们常说互联网成就了很多新业态，其

实，新生事物的成长可不是只有简单地去

“顺应”时运就可以的。

这几位同学对“应运而生”的理解引发
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说应运而
生”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题目中的三个人，一个强调生，一个强

调应，一个强调运。这道题则让学生谈“应”

与“运”与“生”的三者关系。

我们再看一篇考生例文的节选。

该文一开始用了大概占全文三分之一

的篇幅谈“无论是何种生，顺应时运和大环

境都是其出现的必要前提”，意在强调环境

的必要性。本来给人要重点论述“运”的作

用的印象，结果话未说透，话题就转了，提出

“是否有了时运，就一定能生呢”的问题，将

论述话题换成了要学会“应”。但对这个观

点的论述却非常简单。

“在时运之中，你至少需要看到时运。

我们说，无论是改革开放第一波下海的商人

赚取到的第一桶金，还是21世纪初房地产行

业快速发展，亦或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直播电

商新业态，都是个人踩到时代的红利所有所

获有所生的。生的初期是生，生的后期就该

过时了。而恰恰新生事物在初期也都不怎

么被看好，这是一个接受的过程。

看到时运之后，真正有所孕育，有所

生，也是需要培育和付出的。我们知道新

时代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生的

需要。但躺平的行动后果也是不会有新

生的孕育的。在行动中，我们能有所发

现，在实践中，我们也会对时运有着自己

更深的理解。

所以，论应运而生，若要生，时运是前提，

而生的结果也要看个人的行动了。”

本文开始写了一大篇时势造英雄，又

发现时势造英雄没啥可说的，于是又想到

有了“运”不一定“生”，因为这其中还有主

观能动性，进而又想到有了“运”还要“看懂

时运”，有了“运”还要“培育和付出”。取了

这两个观点后再简单举个例子，文章就煞

了尾。这样的文章没有明确且坚定的表达

意图，文章头重脚轻，后半部分尤其单薄，

只是提了观点，简述了例子，并不能起到说

服读者的效果。

小结：通过具体阐释与形
象化表达来寻求充实

当你只会干巴巴地说理时，

你一定是没有意识到你所说的

理在某个具体的社会或生活领

域的形态和作用，你也一定没有

意识到生活中万事万物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所以，在你觉得无

话可说、论述空泛时去想想：我

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我遇到

的某种情形是怎么体现这个道

理的？生活中有没有我已经理

解并认可的原理和我想要说的

道理相类似呢？

这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具体

阐释和形象化表达的轨道了，你

写的文章就会充实起来。

破解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