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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孩子，能不能成熟一点？”
又一次抓到我旷课从学校翻墙

出去，父亲脸上的皱纹连成枯叶上
的脉络：“你没有傍身之技，又不好
好上学，将来怎么选择自己想要的
人生……”同样的话听了太多遍，我
皱了皱眉，不耐烦地打断了父亲的
苦口婆心。“那我就去打铁花！”良
久，我听到父亲的一声叹息。

我们的村庄缀在西北地区一
座大漠的边缘，一片片沙丘绵延至
天际，于是村子与外界的通路也悄
然掩埋在黄沙之中。我家是附近
村落仅存的打铁花世家，这祖传的
技艺对我来说只比念书有趣罢了。

时间渐渐流逝。新年来临时，
一场久违的打铁花表演击碎了我的
散漫。记忆中上次观看表演时，我
还是懵懂的孩童。而多年之后的今
天，我才真正被“东风夜放花千树”
的奇景所震撼。极致的美几乎攫取
了我的呼吸，那坠下的火星落在我
心中的荒野，掀起一片烈火燎原。

心中的悸动如蝴蝶骤然破茧
而出。想起曾偶然找到过父亲的
日记本，我凭着记忆将它从灰尘中
拾起，试图从中寻得这门技艺的精
髓。扉页上，爷爷和父亲的签名力
透纸背；一页页布着零星霉斑、卷
了角的纸张记录着两代传承人与
打铁花的点滴。而翻到最后，“班
子散了”短短四个字安静地躺在那
里，平淡得激不起一丝波澜，我却
看到心中那条存续传承之路愈发
清晰。

“爹，我要学打铁花。”父亲看
到我庄重端肃的神情，停下了手中
的活儿：“一千多年来，从没有女娃
儿学它的。”“那我就做第一个。”我
攥紧双拳，只觉万般情绪如潮水涌
上心头。“爹，我要走出去，让所有
人都看到打铁花！”泪水盈满了老
人的眼眶，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丫
头长大了，成熟了……”

从沙石到铁水，我站在广袤的
沙地中一遍遍重复击打的动作，仿

佛感觉不到从虎口到小臂连成一
片过电般的酸麻。四时流转，胡杨
树从一簇葱郁的金黄到枝叶萧疏，
呼啸的风沙却从未迷住我的眼、动
摇我的心。

铁花绽放，遍地生金，铁与火
的交响奏出一曲流光溢彩的华
章。这一刻，柳木撞击的震响与我
擂鼓般的心跳重合。父亲在台下
朝我微笑，顺着他的眼眸，我似乎
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
这，才是成熟的模样。

点评点评

小作者选取了打铁花素材，描
述了“我”对打铁花这门技艺从不了
解到热爱的过程。作者将人物置身
于典型环境中，借助环境描写、侧面
烘托等手法，展现了“我”见到打铁
花的绚烂之美、斑驳扉页上父辈的
字迹后，心理逐渐成长的过程。文
章行文语言简练、富有感染力。

这，才是成熟的模样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高三（11）班 郭佳宁

此题是 2021 年高考语文（北京卷）大作文的
第（2）题，是一道全命题作文。命题人在引导语中
延续了近五年的出题思路：或提及生活现象、或列
举现实事例、或关注时代发展，而后题干以关联词
或动词等标志性词语，明确了语句间的逻辑关系，
还拟定了清楚、聚焦的题目。以上信息均提示考
生要做好理解、构思。

下面以本题为例，谈谈如何破题、成文、规避
写作“痛点”。

细读引导语 理出潜台词

首先，考生要学会关注引导语的具象化展示，
挖掘其内在本质。例如，生活现象类的草木鸟兽，
出题人以“草木鸟兽成熟的模样”为比喻性引子，
揭示了它们生命成长和成熟更多表现在外部形态
的变化。考生沿循此道，自然会想到人类成熟的
表现，即身体的长成。其次，考生还要关注关联性
词语，明晰语句内在逻辑关系。如“但”“却不”这
两处转折词，需要考生认真思考、审视，语句的递
进关系指明了真正的成熟是精神层面的成熟。

审清题目结构 明确重心所在

通过梳理题目成分，重点信息一览无余。考
生需认真研读题目的结构，要做到多元设问。题
目中“成熟的模样”是定中结构，中心词是“模样”，

“成熟”是修饰性成分，考生需思考何为“成熟”，为
什么“成熟”，怎么“成熟”。另有指示代词“这”加
入，明确了所写文字要有前后对比，凸显精神的成

长、丰盈。

剪裁生活素材 精心设计情节

高三备考生活虽然紧张、忙碌，但考生对生活
中的诗意之美还应给予关注，放松身心之余，这个
好习惯也能为写作积累素材。此外，考生还可积
累非遗文化类的相关素材，例如打铁花、英歌舞、
制茶等；也可以积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典型事
迹，例如“敦煌女儿”樊锦诗等。考生积累一定量
的素材后，可为后续各种文章的创作奠定基础。

考生在创作之初，首先要确定中心思想，设计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剪裁素材，建立人物和素材之
间的联系，完成故事塑造。其次，要创造情境，将
人物放入典型性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中去描写，刻
画人物交锋的细节。最后，设计情节时，情节突转
是重头戏，前后情节的铺垫和照应要排兵布阵，章
法井然。

瓜熟蒂落、羽翼丰满，这是草木鸟兽成熟
的模样；但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成熟却不仅仅
指身体的长成……

请以“这，才是成熟的模样”为题目，写一篇
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有细节描写；语
言流畅，书写清晰。

试题再现试题再现▶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这，才是成熟的模样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高三（11）班 河世伦

清明时节，淅淅沥沥的小雨中
人们行色匆匆。烟雨朦胧的湖面
上，一座铁桥若隐若现地漂浮着，
独坐在湖边的我，看不清湖岸对面
的风景，也散不去内心的沮丧。

回想三天前，我在竞选学院接
待国外来访团负责人时，铩羽而
归，狼狈逃回家中。一直自得于经
验丰富的我，面对台下评委老师紧
蹙的眉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我
的方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冥想中，一把雨伞出现在头顶，
来人是父亲，他黑黑的眼圈，表明了
又一次彻夜未眠。我生长在君山，
这里盛产君山银针茶，每逢这个季
节都是父亲制茶最忙的时候。看到
父亲疲劳的神情，我不忍心再让父
亲担心，便起身和父亲回家。

路上，父亲为转移我的注意力，
提到了制茶的程序，我随口说道：

“杀青、摊凉、初包、复烘等八道工
序，层层递进，缺一不可。”机械重复

早已烂熟于心的流程。那沏茶之道
呢？我眉头一挑，那还用说。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路伴随我
们，微风吹拂，有了丝丝凉意。回
到家，我便跃跃欲试，准备露一
手。烙印在脑海中的茶艺使我按
部就班开始行动。可随着一道道
工序展开，父亲的眉头也渐渐皱起
来，“流于形式，心浮气躁，缺乏真
挚的情感，没有全身心投入，稚嫩
的不只是茶艺……”

六月，国外来访团如约而至。
我作为传统文化活动的志愿者，负
责展示茶艺。众目睽睽之下，我
用茶匙轻轻地取出银针，放入茶
杯，随后立即提壶引水，先快后
慢。杯中翻转的银针，如同翻飞
白鸟，灵动而优美，涤荡了外在的
喧嚣，令我沉浸其中。随着茶芽
浸透，俄顷复借水流高冲至七分，
然后迅速覆盖静置。伴随着茶叶
由绿转黄，芳馥渐渐弥漫开来，浸

入心间，我恍然间领悟了父亲的
话：“凡事均需认真对待，全身心
投入……”在茶艺展示即将结束
时，我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君山
银针的产量很少，而采茶人的‘九
不采’与制茶人的精细又使之少
而又少，把五百分之一的银针送
给山外，把三里茶香流于百世，无
功利之心，方入沉浸之境。”

此时，窗外清风习习，树叶微
动，走出活动现场，我心想，这应该
是成熟的模样吧？

点评点评

小作者选取了君山茶的素材，设
计了“我”面对竞选失利后心境前后
转变的情节。父亲以家乡的茶道引
我思考。我在展示家乡茶道时重新
理解到君山茶的文化内涵，实现了心
灵成熟成长。本文语言质朴，描写细
腻，将读者很自然地带入其中。

题干信息解读好 文章方能显成熟
本期关键词：

本期嘉宾：马跃成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语文教师）

解读引导语 命题作文的引导语是题目核心信息要点聚集之处，考生掌握提取细读引导语的方法

后，方能理出潜台词，明确写作重心，在构建文章结构时，才能精心布局，从容剪材，写出

成熟的文章。下面分享一些方法，希冀能助力考生顺利完成记叙文的写作。

真题

真练

写作指导写作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