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常写作训练中，老

师通常会将常考的写作主题

归类成社会热点问题类、成

长励志类、审美道德类等大

类别，针对不同类别选择一

些作文题目让学生练习，学

生写完一篇习作之后，反复

修改，直到达到考试一类文

的标准，留存备用。到考场

上，考生常将手头积攒的成

品作文原搬照抄或“穿靴戴

帽”稍加修改进行套用，以不

变应万变。

但是，每一个作文命题都

有它具体的限制条件，考场上

不仔细审题，直接套用日常习

作，往往会出现文不对题的问

题，从而影响作文的得分。比

如，最近东城区有一道考场作

文题“流淌在心底的声音”。

“流淌”汉语词典解释为“液体

流动”。该动词常用于描绘

安静的或有悦耳声音的、持

久流动的某种液体；“心底的

声音”应该指的是长久存在

于心底的某种想法，以声音

的形式影响着主人公。结合

两个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知

道，本命题要求写一篇像液

体流淌一样久久萦绕于心头

的某种或滋养灵魂或催人奋

进的内心想法，或者虽来自

外部但已经内化成一种萦绕

心头对自己有积极影响的声

音。许多考生不假思索，写

了日常练习比较多的自己遇

到挫折时身边人的一句鼓励

使自己坚持下来的事例，从

而出现跑题现象。

还有很多考生拿到考题

之后，不仔细审题，乍一看，

和自己以往练过的某个题目

比较像，就不再仔细推敲题

干中每一句话可能蕴含的深

层涵义，欢心雀跃自己“押中

了考题”，把曾经写过的文章

搬运过来，洋洋洒洒写一大

篇，结果导致题干中一些重

要的限制条件被忽略，下笔

千言，离题万里。比如，一个

半命题考场作文“________

才重要”。有不少考生补充

标题为“母爱才重要”，在作

品里详细叙写了母亲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无微不至地照顾

自己的生活，自己如何由不

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最后

落脚到感受母爱的温暖和伟

大、感恩母亲。文章结束，全

文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母爱的

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分析其

原因，母爱是学生习作中的

常见话题，练过很多次，每个

学生都可以轻车熟路地写出

母亲关爱自己的几件感人

事，这样就容易不小心滑入

惯性思维的“坑”里，照搬以

前练过的文章。

责编/孙梦莹 版式/高 薪 热线热线//5910287159102871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8 初中学考·作文 2024年4月13日 星期六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

光辉耀眼的文学家，有以

浪漫洒脱著称的“诗仙”李

白，有以忧国忧民著称的

“诗圣”杜甫。还有一人，

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万

丈，有“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

开朗，他就是北宋文坛独

领风骚的苏东坡。

我喜欢苏东坡，是喜欢

他那种乐观向上、坚韧不屈

的精神。在命运多舛的 64

年人生中，他被政敌一味迫

害，为官以来，一路被贬谪，

即使是遭遇黄州之困苦、岭

南之僻壤、儋州之贫乏，仍

不改其乐，为百姓干实事。

他在后来的北上途中更说

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他还是一位美食

家，活得十分潇洒。

我喜欢苏东坡，是喜欢

他在官场上直言不讳，敢于

说真话，勇于抗争的态度。

他看出了新法的漏洞，积极

进行批判，可“小人”却因自

身利益受损加害于他，甚至

阻挠民间传播他的文学作

品和书法创作。他因“党

争”获罪被发配到边远的岭

地 ，写 下 旷 达 之 作《食 荔

枝》，体现了他身处困境却

能随遇而安的乐观心态。

我喜欢苏东坡，是喜欢

他关心百姓、爱民如子的高

尚品质。无论他在哪里为

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竭

尽全力，多为百姓干几件好

事。他筑堤，保全了徐州

城；做“红烧肉”，在杭州回

赠抗洪百姓；推行丰财、强

兵、富民政策，在定州组织

百姓种植水稻。他这一路

无论多么困顿不堪，都保持

着乐观的心态和爱民如子

的情怀。

这就是苏东坡，他不仅

能身居庙堂敢于谏议，还能

与百姓为友。这就是苏东

坡，一个正直的政治家，一

个豪放不羁的书法家，一个

积极的“乐天派”，一个忠于

自己理想的人！

日 常 习 作 究 竟 练 什

么？怎样做更有利于考生

考场得分？笔者认为，学生

日常勤于练笔、反复修改的

目的应该是提高写作能力，

提高欣赏水平，既能下笔成

文，又能够主动修改文章使

其越来越好，而不是积累考

场能够套用的成品文。

首先，日常习作应该在

写作方法上下功夫。语文

教材的每一单元后面都有

写 作 方 法 指 导 ，涉 及 写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中 小 学 语 文

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都是

编 者 精 心 挑 选 的 优 秀 文

章，可供学生认真观摩、学

习 。 日 常 学 习 中 ，学 生 应

该充分利用教材中这些理

论 和 案 例 资 源 ，有 意 识 观

摩 学 习 文 章 的 写 作 手 法 ，

取其所长，为己所用，并把

这些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写

作实践中，不断改进，以快

速提高写作水平。

其 次 ，学 生 日 常 练 笔

时，要变无意识下笔为有意

识练笔，分别从审题、主题

确立、素材选择、谋篇布局、

手法运用各个方面做到心

中有数。考生不应写到哪

里算哪里，或写完之后也不

知道写得好不好。这就要

求在审题时，学生要学会圈

画核心词和限制词，理解各

个词意和综合起来的深度

内涵，做到下笔不跑题；要

知道，无论是说一段话还是

写一篇文章，都是为了表达

某个观点、态度、情感和意

图才发出的，不做无意图无

主题的文章，而且文章主题

要明确、积极向上；确定了

主题，就要思考哪些素材可

以支撑自己的主题、观点，

如何组织材料更能有效凸

显文章的中心，运用什么技

巧可以使主题突出、文章更

富可读性等。学生练笔要

有意识从这些方面着手勤

加练习，熟能生巧才能游刃

有余地处理各类题目，写出

一篇优秀的文章。

再次，考试除了考学生

的写作能力，也考写作素材

的日常积累。写作素材就

好比盖房子的砖瓦，手里有

足够多的砖瓦，想盖什么样

的房子，都能信手拈来。积

累素材，这就凸显出写日记

的重要性。每天都有许多

人和事在自己身边发生，有

心的学生会第一时间把这

些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记

录下来，以供今后写作不时

之需。不注意积累素材的

考 生 就 好 比“ 难 为 无 米 之

炊”的煮妇，脑子空白，考场

上只能临时搬用贫乏的资

源，无暇顾及它切不切题。

最后，有了丰富的素材

积累，还要熟悉自己的素材

库。考试前翻一翻自己的

素材库，到考场上根据题目

要求，自由选择切题的、典

型的素材，是一个快捷的方

法。更重要、更有效的方法

就是勤练笔，熟悉自己的素

材积累，知道自己有多少素

材可用，哪些素材可以用在

哪些情境中，就好比统帅熟

悉自己的士兵。一个优秀

的统帅，需要熟知自己有多

少士兵可以调遣，也要熟知

每名士兵的脾气秉性和才

华特长，才能在最短的时间

内 ，根 据 需 要 组 建 起 一 支

“召之即来，来即能战，战即

能胜”的队伍。

勤于日常积累素材，并

且熟悉自己素材库的考生

在每次写作中都能准确选

用独家所有、新鲜热乎的素

材，以新颖独特的文字一举

吸引阅卷老师的眼球，从而

获取高分；不积累或不熟悉

自己素材库的考生，到考场

上搜肠刮肚，现组建自己的

文字“队伍”，最大可能就是

组建起“一群乌合之众”，要

么只能老生常谈，要么套用

手头仅有的不合适的素材，

出现偏题、跑题问题。

总之，考场作文考查的

是考生的写作能力和日常

素材积累。考生唯有多练

笔，提高在短时间内快速成

文的能力，多积累素材，善

于快速提取出典型素材，才

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快速形

成一篇既符合要求又文采

斐然的优秀考场作文。

日常习作改考场作文 最怕文不对题
北京宏志中学 董恩婵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生在考场上用大约30分钟写就一篇高水平习作，要靠平时

多加练习和积累。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厚积”到“薄发”的漫长过程。但是，考生如果

不能正确认识日常写作和考场作文的关系，往往会在考场上出现套作问题，不仅不能得高分，

还可能跑题。跑题是如何产生的？考生如何做，才能把日常习作提升为考场佳作？

一、惯性思维 直接套用 导致离题万里

二、提高写作能力 建构素材库 是得分“宝典”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

——苏东坡

北京学校学生 蔡子恒

【【学生练笔学生练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