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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想把平时积累的素材应用到考场写作中，学生应如何把握考场写作的“变”与“不变”，

做到一材多用合理改写？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徐霞为考生提供了思考路径的参考。

一材多用巧写考场佳作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语文教师 徐 霞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四学段“目标与内容”明确要求：“作文每学年一

般不少于14次，其他练笔不少于1万字，45分钟能完成不少于500字的习作。”

按照“课标”要求，学生在初中阶段可以积累不同素材，修改完善的一类作文（34-40

分）少说也有30篇以上。很多学生希望自己平时积累的写作素材能够在考场上使用。但

在实际运用中，不少学生面对考场题目，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材料进行恰当改写，导

致分数较低。

本文以一名学生的素材使用为例，帮助大家厘清考场写作思维过程，对不同试题进

行合理改写，把握考场写作“变”与“不变”的规律，为考场写作提供建议。

一、审题对比，看“变”与“不变”

学生拿到考场作文题目，首先审清题意，把握每一个情境独有的特点和要求，根据要求再

选择恰当素材进行构思。下面是一名学生在两次写作中使用同样素材现场改写的案例。我们

从题目出发进行对比，发现规律，寻找改写素材的有效方法。

题目一

“ 浸 润 ”是 指 浸
染 熏 陶 ，逐 渐 渗 透 而
发 生 作 用 。 在 你 的
生 活 中 ，无 论 是 家 乡
的 民 俗 、个 人 的 爱 好
还 是 某 种 情 感 等 ，都
会 有 一 个 渐 变 的 过
程 ，涤 荡 心 灵 。 请 你
以“ 浸 润 ”为 题 ，写
一 篇 记 叙 文 ，不 少 于
600 字 。

对比分析变化：
1.题目一是命题作文“浸润”，题目二是话题作文，需从释义中自选角度，根据理

解，自拟题目。
2.“浸润”强调的是外界对自己的影响，主笔在他人；而“探”强调的是自己寻求

的过程，主笔在自己。
3.题目一在语境中提示了可参考的素材范围，题目二在语境中只提供“探”的不

同释义。

对比分析不变：
1.两个题目都没有对中心思想的提示，学生需要根据自己选择的素材，从不同

角度确立恰当的中心思想。
2.“浸润”和“探”都强调过程的描述，重点在如何“浸润”和“探”的过程。

题目二

观察下面“汉字百科”页面，根据你对“探”字的理解，自选
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二、布局谋篇，“不变”素材“变”写法

在审清题意的基础上，学生开始从自己积累的写作素材中寻找切合题意的素材，布局

谋篇，重新加工创作契合题意的考场作文。下面是这位同学以“浸润”为题的一篇一类文。

浸润

长亭之外，古道之边，时刻都可以与友人对弈。“啪！”棋子落盘，声音回荡却又少不了

刚毅，变幻莫测。三年的相处，围棋浸润我心，伴我成长。

初见围棋，我好奇。

悦耳舒缓的“高山流水”萦绕在耳畔，随着音乐的浸润，我摒除杂念，内心变得恬静。“静完心

之后，下棋才会有个样子。”听着老师语重心长的教导，我静心坐在棋盘前，等待老师的指点。老

师略有所思，从棋罐里轻轻拾起一颗黑棋，“啪”地一下点在星位上。

棋盘上的黑色棋子，被窗口的一道光射中，透出翠绿的光芒，让我心生好奇。心中默

默坚定：一定要驾驭这棋子！

又见围棋，我惘然。

时光一转，我在棋院已经学了小半年，棋盘棋子也已换新，本领更是提升了不少，心气

水涨船高。棋盘上的棕色花纹顺着棋子的方向延伸，像极了连绵的山峰。大大小小的“定

式”“死活”“手筋”谙熟于心，棋子仿佛就在我的手掌心，无处躲藏。正当我得意洋洋地以

为要再次胜得一个对手时，我的布局早已被对手看透。方寸大乱的我，仿佛是茫茫大海中

的一叶孤舟，失去方向。在接下来的练习中，我屡战屡败，锐气大挫，围棋的光芒也消失殆

尽。我还能驾驭这棋子吗？

围棋对弈，我领悟。

段位考试，对手和我都看着对方的一举一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这不仅是思维的碰

撞，还是战术与策略的博弈。一番厮杀后，抓准时机的我，一手“倒脱靴”把对手打得措手不及。

只见他眉头紧锁，豆大的汗珠从宽额头上慢慢滚落。片刻思索后，他一扳一反打，让我的“境遇”

岌岌可危。我只好故作镇定，将大部队退回“中原”，以防止失去更多眼位。此时，双方都免不了

心情急躁，偶尔大意，就会被对手捉住机会穷追不舍。我感到似乎败局已定，胜利无望，忽又眼前

一亮，老师的教导回荡在耳畔：“大局观念和一步一思考是制敌取胜之道。”原来如此，我合拢双角

三边，回马一枪，对手亦无防备，被我“杀了大龙”，他以败局告终。此时的我顿觉酣畅淋漓，回味

无穷……

一直到现在，围棋依然陪伴着我，浸润着我的心灵。懂取舍，顾大局，心平气和，我铭记于

心。“啪！”落子的声音恰似雨点，滴滴滋润我心。我与围棋的相伴，弥足珍贵！

这篇习作以“浸润”为题，描述了学生学习围棋的历程。从初学、练习到对弈，是三个

逐层深入的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在一次次对决的成败中，作者思考围棋的奥妙：懂取

舍，顾大局，心平气和，方可成就围棋更高进阶。这篇习作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经历三

次修改后的一类文，成为个人兴趣类文章的素材积累。

面对关于“探”的话题作文，学生立刻想到了这篇学习围棋的素材，想将素材运用到新作文

中。因此，在素材不变的前提下，学生需要灵活改变写法，完成二次写作。

（一）结合素材，确定角度与内容，拟定题目

“浸润”是指浸染熏陶，逐渐渗透而发生作用。在“探”一词所提供的释义中，最能与之

接近的词语是“寻求”的意思，可以从给出的词语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动词，譬如“探索”。

定好了角度，围绕“围棋”这一内容，琢磨题目。自拟题目常有三种形式：内容式、中心

式、线索式。三种形式的题目中内容式题目最常见，也最宽泛，可以给自己留下很大的发

挥空间，特别是同一素材不同中心的构想。因此，学生可以很快确定一个内容式题目：探

索围棋的奥秘。

（二）围绕题目，确定重点，合理安排详略

拟好题目后，在有限时间内“移花接木”，合理利用素材，重构内容。话题作文没有明

确的中心要求，题目的设定也只是内容呈现。因此，“浸润”一文的素材和中心思想几乎都

可以移植到“探索围棋的奥秘”一文中。围绕题目中的关键词“探索”“围棋”“奥秘”，确定

重点是“我”探索的过程，详写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最终探索到围棋的奥秘所在。之前“浸

润”一文重点表述他人对自己的影响，而“探索”一文重点在“我”主动探索的过程。抓住这

点，文章的详略即可得到适当的调整。当然，文章题目变化，开头结尾必定也要随之发生

变化。素材和中心思想巧妙移植到新作，这篇考场作文中，学生写作的起点变得更高。只

要移植得当，老素材在新作中也可以绽放光彩。

学生在经历审题、厘清“变”与“不变”之后，按照“移花接木”的写作思维路径，在自己
丰富的素材积累中找到恰当的素材，确定重点，合理安排详略，在考场上再生出一篇佳作。

具体如下：

人类的进步源于对未知的不断探

索，在探索中发现规律，在探索中修

炼品质。而我，在围棋的世界里，在

黑白二子之间，不断探索，寻求其背

后的奥秘。

初探围棋，我好奇。

“啁啾，啁啾”窗外的麻雀悠然自得

地飞翔、鸣叫。我和老师相对而坐，这

是我的第一次围棋课，望着棋篓中的棋

子，我不禁脱口而出：“老师，您有什么

克敌制胜的妙计，快快传授于我！”只见

老师嘿嘿一笑，从白色棋篓里，夹出一

枚棋子，缓缓说道：“围棋讲究耐心，这

样急切是无法理解它的真谛的。”说罢，

干净利落地在棋盘上摆出一个定式，它

像一个北斗星。这时，一束阳光不偏不

倚，投射在这个定式的头子上，瞬息间，

我被它光彩夺目的光芒深深地吸引。

这其中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再探围棋，我惘然。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在这棋院已经

学了一年之久，棋盘棋子也已换新。这

一年我自认为学有所成，心情也随着棋

盘上的纹路悠扬。我在棋院小有名气，

无所畏惧。正当我春风得意马蹄疾，洋

洋得意得胜过一个个对手时，老师冷不

丁地拍了拍我说：“有所长进，敢不敢和

我一赛？”我爽快地接受了老师的邀

约。结果可想而知，我输了一个片甲不

留，棋盘上零星的棋子让我胆寒。我百

思不得其解地询问老师为什么。“围棋

不仅有战术，还有深刻的内涵。”我呆呆

地望着棋盘，它们仿佛在鼓励我说：“你

一定能找到！”

探得围棋，我领悟。

这是一场段位考，我和对手都是旗

鼓相当的 8 胜选手，这一局十分关键。

我手执白，顿时化身为手摇鹅毛扇，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操控围棋应对

黑压压的敌军。借刀杀人，“征吃”走法

打得对手来不及反应，他连忙补上“断

点”，退回“中原”。我不经意间一瞥，发

现他的额头已经渗透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开始慌乱了。我一鼓作气，直取他的

一条“大龙”，果然不出所料，大胜黑棋，

顿时我感觉神清气爽，酣畅淋漓，潇洒

十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这黑白二子之间，耐心、取舍、果敢，被

我一一寻到。不断探索之中，围棋不再只
有简单的技巧、棋谱上的套路，而是人生
的大道。

探索围棋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