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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点拨】

1.紧扣标题。考生在考场上看到

作文题目，不要先想如何转化，而要吃

透题意，审题时要抓住题目核心词，判

断题目可以归为“励志成长”“亲情友

情”“家国情怀”“文化传统”哪种类

型。如果有合适的素材可以进行转

化，考生要增强扣题意识，紧扣作文题

目将素材文中的词句进行修改，或增

加关键的词句，在关键处不断点题，与

新题目相呼应。如果是半命题作文，

可以直接在题目中点明主旨。

2.增加主旨句。考生积累的素材

应该包含丰富的意蕴，有多元散发的

潜力。考生对素材事件的感悟理解可

以扩展出不同角度的主旨，写作时找

出素材与文章主旨的联结点，在文章

的开头、结尾以及叙事中间，增加议论

抒情的主旨句，使素材与文章主旨更

加贴切。

3. 情节围绕主题。考生要学会

灵活处理素材内容，可以适当增删情

节以贴合文章主旨。如文章主旨是

强调面对挫折、困难、痛苦的坚持态

度，考生就要侧重描写遇到挫折的情

节和坚持不懈的具体表现，突出事件

对意志品质的磨炼。如果文章是写

人的主题，考生要细致描写人物的外

貌神态、动作语言，突出人物的精神

品格。

4. 善用题记。题记是写在文章

题目下面、正文之前的一段言简意

赅、意蕴丰富的文字。在作文中巧用

题记，可以统摄全篇，点明主旨；设置

悬念，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引用名

人名言、谚语、警句、诗句为题记，不

仅使文章立意深远隽永，还能让读者

感受到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

的语言修养。

【素材展示】

我在中学接触到了书法学习，书

法的魅力影响着我。我遇到困难，也

曾想过放弃。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慢

慢领会到书法的精神，更懂得了坚持

的意义。老师一直鼓励我，使我一点

点进步。在老师的引导和督促下，我

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进步，更有了对

书法文化更深入的理解。

执笔书经典，古韵逸墨香。

——题记

我的生活中总是氤氲着墨香：每次在家中练完字，伴我入眠的是那萦绕在房

间里的墨香；在我学习书法的小院里，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被浓浓的墨汁洗涤

过，留下淡淡的墨痕。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在一个弥散着墨香的小院中，我与书

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心中种下了一粒传承书法文化的种子。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小树发芽的日子，脚还未踏进教室，一阵阵墨香扑鼻而

来。一抬眼，各种字体的书法作品贴满四壁。我的书法老师就站在大大的书桌

前，他个子不高，身穿一件风衣和黑色牛仔裤，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粗粗的眉毛

像两个长长的墨点，眉头总是紧紧锁住，一脸严肃。头上银丝依稀可见，流露出

岁月的痕迹。老师询问了几句我的书法基础，便把我安排到一个比较显眼的地

方，给了我一刀崭新的纸和一根毛笔。

我学写的第一个笔画就是最基础的横。我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学着大家的

样子，蘸了些墨，在宣纸上自信地下笔写了几个横，可这笔画不是直得像笔杆，就是

弯得像毛毛虫，毫无艺术美感可言。初次接触书法的兴趣和信心，渐渐被磨灭了。

这时，老师来到我身边，脚步停了下来，盯着我面前这些歪歪扭扭的笔画，眉

头更加紧绷。看着他严肃的神情，我紧张起来，凝重的气氛使我能听得到自己的

心跳。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而是拿起笔让我跟他一块儿书写。他拿起一张新的

宣纸，“哗啦”一下铺开，手执毛笔在砚台上轻轻掠过，灵活地用笔舔了舔墨，又拿

来一个青灰色的镇纸压在纸的上方，再提起毛笔。我的手在下面，老师的手在上

面，我们共同拿着一支笔。我从笔杆中，感受到了老师运笔的力量。笔毫轻轻在

纸面上顿了几下，随即向右流畅地走过去。到达终点后他又原地提起笔，慢慢顿

了两下，便收笔完成。老师宛如古代的大书法家，在宣纸上收放自如，行云流

水。这个横流畅又圆润，既饱满又有着遒劲的力量。那一刻，我被老师运笔的架

势所震撼，也深深地被书法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在心里埋下书法的种子。

这次示范过后，我渐渐爱上了书法课的内容和书法这样的艺术形式。每当

老师示范时，整个教室的学生和家长们都肃然起敬，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盯着

老师的笔尖。练习的过程中，从握笔到舔墨，从起笔到收笔，每一步都需要我不

断练习，用心去体会。经过长久的钻研，我渐渐领会到了其中的要点，我的笔画

慢慢变得精致有韵味了，书法水平也渐入佳境。

在这间教室里，时间好像慢了下来，每个人都被浓浓的墨香包围。那天起，

我便与书法结缘，每日的书法练习成为了我的常态。

我徜徉于墨韵清香之中，坚守着对书法的热爱。我在心里埋下了书法的种

子，让它慢慢发芽，静待它的绽放，我会将这韵味悠长的文化艺术传承下去。

→紧扣文章主旨，以题记开篇。

→设置场景，引入主题。

→紧扣题目，点明写作对象——“我”
和“书法”，点明中心。

→对书法教室“清幽墨香”的环境细节
和老师肖像的描写均是为了烘托出清
香墨韵的氛围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老师简单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书
法文化的魅力贯穿在举手投足之间。

→着重描写老师带着“我”一同感受运
笔的架势，充分体会书写中传达出的
遒劲力量与悠长韵味。

→描写“我”思想感受的变化，紧扣做
“文化传承”的种子这一题眼。

→运用侧面描写，以周围人的反映衬

托老师的功底深厚，同时也展现了书

法对人的影响熏陶。

→阐述自己对书法文化的理解和感

悟，升华主题，紧扣题目，首尾呼应。

如何用已有素材写出考场新作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教师 李 萌

在初三语文写作备考中，考生积累了一些作文素材。在考场作文中，考生若可以对旧的素材进行挖掘、

拓展、延伸，融入自己的见解，就能使素材焕发新生，成为新颖的佳作。

【作文点评】

【素材转换】

本文为半命题作文，考生以“做一

粒传承文化的种子”为题，观点明确。

考生之前的素材侧重于励志成长类，情

节内容主要体现遇到挫折如何克服，经

历磨炼后培养坚韧的意志品质。这一

次她转换了对素材事件感悟的角度，将

个人成长同文化传承结合，重在阐述书

法艺术对人的影响，强调传统文化对思

想意识的熏陶。

文章以第一次学习笔画“横”的事件

为主体，中间有“我”失败后的气馁和老

师的引导，详略两次描写了老师的运笔

示范给“我”和周围人带来的震撼，让人

肃然起敬。情节内容围绕主旨，重点突

出了书法文化的艺术魅力，使文章更加

贴合“文化传承”这一主题。文中“我”的

思想变化，衬托出“我”的成长，阐释了

“我”对书法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扣住了

题目。作者要致力于做一粒传承书法文

化的种子，也将传统文化的力量传递到

了读者心中。文章在立意上大气深远。

题目：（2021年北京）做一粒 传承文化 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