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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给材料作文的命题形式，是中、高考常见的一种形式。因为
它有着足够的开放性和一定的限制性：它给考生的思维活动留有
相当的空间，既能给写作困难的考生以启迪，又能给擅长写作的
考生提供充分发挥写作才能的广阔天地。尤其是对近年来中、高
考中出现的抄袭或套用范文的不良行为有所制约。这诸多的特
点就决定了它在今后的中、高考试卷中会有一席之地。

尽管给材料作文的分类很多，但高考一直是要求写议论文，
而中考作文由于近年来文体淡化，不再限制和强调，这样，考生就
有了选择文体的自由。可因种种因素，考生往往选择议论文来应
试。首先，议论文是初三年级重点学习的文体，考生熟悉；其次，
议论文写作有格可依，每每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三部分来结构文章，入门不算难；再次，议论文在生活中
的应用很广泛，因为它是以议事说理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体，考
生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乐于用这种方式来对生活中的人或事发表
自己的看法，并阐述道理，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当然试卷
中所给材料的人或事更是考生的热门话题。综上所述，我乐于以
“写给材料议论文”为话题，谈谈我的一些训练做法，与习作者共
勉。尽管高考作文要比中考作文更有难度，要求相应也高，但“入
门”的基本做法大体相同，故此《导引》对高考考生来说，“抛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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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的效果总会有吧！
中考作文所给材料往往是一则短小的故事，或是寓言故事，

或一般故事，或真实的故事。但是，不论是什么故事，都要求考生
选择感悟最深的一点，自拟题目，写一篇字数在６００字或８００字
以上的文章。

考生既然选择写议论文，那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
证）就必不可少了。因为不是命题议论文，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确定论点，可以说这是写给材料议论文亟待解决的首要问
题。因为给材料议论文的写作训练也和其他文体一样，要遵循
“以认识能力的提高来带动表达能力的提高”这一宗旨，所以立论
就要求习作者对所给材料有深刻的认识，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这就必须善于分析，从而确定论题，从中提炼出论点来；其次，在
分析的基础上，还得运用与分析所得的事物之真谛相关的联想，
补出确凿而充分的论据，再选用与所用联想类别相应的论证方
法，对所提出的论点，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证。这样写出的议论文
即所谓的“并列型”（也称“联想型”）。不难看出：学会分析，不仅
能解决确定论点之首要问题，而且选择论据、论证方法等系列问
题也能迎刃而解。有些故事则须层层深入地进行分析、阐述，直
至挖掘出有深层含义的论点来，作出结论，这样写出的议论文即
所谓的“层递型”（也称“分析型”），这更是体现了“分析”贯穿于议
论文写作的始终。综上所述，足见“分析”在给材料议论文写作中
的作用至关重要，真可谓“分析，乃议论之本”！

这本小册子，汇集了一些材料，试图通过运用分析的基本方
法和选择恰到好处的分析角度，对这些材料，逐一地进行中肯的
分析，从而提出准确而有深度的论点来，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相关
的联想，筛选并补出确凿而充分的论据，以保证对论点进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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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证，从而有效地突破给材料议论文写作中的两大难点：一、提
炼出准确而有深度的论点；二、筛选并补出确凿而充分的论据。
在此基础上，顺便再向习作者提供结构提纲。这样，写作起来该
会是得心应手了吧！

至于题目，可以用论题作，也可以用论点作，不过，为了不输
文采起见，还是以论点作题目更醒目。

就让我们把“分析”、“联想”的有关知识与技能列入作文教学
的重点讲授、重点训练的范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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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分析以突破提炼论点之难点



关于分析的几个问题

１．分析及其意义

分析就是通过讨论，把对事物的看法经过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简言之，分析就是透过现
象抓住事物实质的过程，是可以使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为
理性认识的一种能力。有了分析能力，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
象中，就不会感到茫然，就不会感到手足无措。从前看不出来
的问题，现在看出来了；从前未能深入理解的人与人的复杂关
系，现在能够深入理解了。一个能够真正通过生活的现象认
识生活的本质的人，何愁对反映社会生活的故事不能发表议
论呢？可以通过下面的示例来加深对分析及其意义的理解。

我们请一位腼腆的同学站上讲台，他（她）的任务就是专
供全班同学观察。当老师喊“开始”后，大家就一齐把目光投
向他（她），把他（她）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死死地盯着
他（她）不放。我们会发现他（她）面红耳赤，抓耳挠腮，尴尬得
简直无地自容了。当老师让他（她）回到原来的座位时，看得
出他（她）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可我们再次把他（她）请上
讲台来，这次给他（她）布置了任务，让他（她）看课文，准备回
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当然他（她）的一切言行仍然和刚才那第
一次一样，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这时，我们却发现他（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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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学投来的目光竟全然不顾，他（她）似乎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又一次地处在众目睽睽的尴尬境地。当老师向他（她）提
出问题时，他（她）却出人意料地、自然流利地一一答出。从他
（她）前后两次在讲台上的不同表现来看，真可谓“判若两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由于“一次生，两次
熟”的缘故。是的，我们不否认这个规律，但这规律绝不会
“神”到竟能让一个人由尴尬得无地自容的境地一下子到能自
然流利地、准确无误地一一回答出问题的程度，这差距也未免
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了吧！于是，我联想到以往课堂上的一些
情景：课堂上一个不专心听课的同学，在夏日，哪怕是从窗外
飞进一只蜻蜓或蝴蝶都吸引着他（她）的注意力，他（她）竟能
满腔热情地用目光把它迎进来，还定会恋恋不舍地目送它离
去。可一个专心听课的同学就不然了，哪怕是调皮的同学在
他（她）背上画个大王八，做恶作剧，他（她）都全然不觉。其实
这并不奇怪，只要是略有感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因为“专心”
听讲的同学的注意力集中在“听”上；而“不专心”听讲的同学
的注意力恰恰是在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上。结合这些经验，
就会重新认识到：第一次那位同学站在讲台上无所事事，注意
力没有寄托，自然就只会感到众目睽睽给自己带来的尴尬，以
为这众目睽睽就是对他（她）的“干扰”；可第二次就不同了，他
（她）肩负着任务，得全力以赴地看书，准备在指定的时间回答
老师的提问。“绝不能出丑，否则，可就真的尴尬了。”这样一
想，他（她）哪儿还顾得上在意同学的目光呢？把注意力集中
在自己所事之事上，众目睽睽也就不再成为“干扰”了。可见，
一个人只有使自己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才能排除一切干扰。
这就是现象的本质。而这一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的获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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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分析。可见，我们通过观察获得的生活素材，只有经过分
析，才会认识到它的意义，才会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即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样，针对古今中外的
典型事例，或现实生活中的，或自己的生活实际加以议论，或
者是说明某种道理、规律，或表达某种见解、主张，就中肯而深
刻了。这样，何愁没有论题与论点呢？这恐怕就是“分析”的
意义与目的吧！

当你面临一件事，即使是能找到自己受启发最大、感悟最
深的那一点，也还得选好分析的角度，就是选好分析问题的出
发点，即解决好分析从哪里开始的问题。这样，才能给自己的
写作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入手处。

２．几种分析的角度

所谓分析的角度，就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
分析的角度有许多，这里我们选“条件分析”、“因果分

析”、“演变分析”和“多角度分析”逐一加以介绍。
（１）条件分析：就是从事物形成的条件、环境、背景等具

体情况入手，进行分析。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条件，任何事物都和

它周围的某些事物有一定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那么，我们
练习条件分析，就可以从事物的发生、发展、结果，去研究是哪
些条件在起着影响、促进与制约的作用。

以《驴子之死》为例，试作条件分析。

驴子之死

驴子驮着盐去渡一条河，它滑了一下，跌倒在水里，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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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时轻了许多。这件事使它很高兴。后来有一回，它驮了
棉花过这条河，当它走到河边时，以为跌倒在河水里，还可以
比以前更轻地站起来，便故意一滑，跌倒在河里，可它不能再
站起来，便淹死在那河里了。

条件分析：
驴子两次过河，两次跌倒在水里，为什么第一次能轻松地

站起来，而第二次却淹死在河里呢？这就要我们从形成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的条件、环境、背景等具体情况入手，进行
分析：同一头驴子，两次过的是同一条河，所不同的是它两次
驮的物质不同，一次是盐，另一次是棉花。我们知道，盐是可
溶物质，而棉花却是非溶解物，不但不溶于水，还会吸水呢。
第一次驮着盐，跌倒在河里，大量的河水足以溶解驴背上所驮
的盐，盐溶于河水的同时就流失了，当然驴背上的重量会大大
地减轻，驴自然会轻松地站起来；而第二次驴子驮的则是棉
花，再跌倒在河里，即使河里水再大，也溶不了棉花呀，相反，
倒是足够供棉花吸水到饱和的程度。这样一来，驴背上的棉
花，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河水，怎么能不大大加重驴背上的重量
呢？自然驴子会被压得一蹶不起，只落个葬身河底的可悲下
场。显然，这驴子是弄巧成拙，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而造成这
悲剧的症结就在于无知的驴子只知其一，即跌倒在河水里会
轻松地站起来，却不知其二，即跌倒在河水里之所以能站起来
的缘由。可见，驴子是把自己仅知道的“其一”当成了宝贵的
“经验”。于是就盲目套搬起“经验”来。滥用“经验”，可就成
了“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者，没有不吃大亏的。如果驴子
懂得了“经验主义的危害甚大”和“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的
话，那么，它若有第二次生命，再有机会驮着海绵和糖过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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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就定会牢记惨痛的教训，定会恰到好处地选用自己曾获得
的宝贵经验与教训，而绝不会重蹈覆辙，从而确保自己立于不
败之地。可见，驴子是地道的“经验主义”的牺牲品。故事的
寓意：告诫人们“经验主义危害甚大，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
一真谛。这一番分析实属条件分析。

（２）因果分析：就是从现象发生的原因入手，或事物之间
的因果关系入手，进行分析。

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其中
十分重要的一种，便是因果联系。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因果
联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
界和社会任何一个或一些现象，都会引起另一个或另一些现
象的产生；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都是由其他的现象所引
起的。其中，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是原因，由于原因的作用而
产生的现象是结果。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是原因在先，结果
在后。由于客观事物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因此事物的因果
联系也是复杂多样的。从原因来讲，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等。从结果来讲，又有主要结果和次要
结果，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等。我们分析事物，当然是从主要
原因（或直接原因）和主要结果（或直接结果）入手，也就是要
抓住真正的因果关系。这样，才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

以《新婚拒绝多置家具》为例，试作因果分析。

新婚拒绝多置家具

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新婚时竟拒绝父亲为她多置家具。
她的婚室里只有一张床，两把椅子。这在一般人看来属于“傻

６



冒儿”，财产还怕多吗？终身大事，能这样寒酸吗？然而她有
她的理论：家具多了，得擦洗、掸刷，而她“没有这个工夫”。原
来，她把“工夫”全用在实验室里。她发现了一种新元素“镭”，
她一连四十五个月不分昼夜，从两千多吨矿石、水和药品中提
炼出一克纯“镭”。从此，“镭的母亲”的荣耀称号传遍了全
世界。

因果分析：
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获得了“镭的母亲”的荣耀称号，并

被传遍了全世界。也许，你会觉得她很幸运。是的，她的确很
幸运，因为她是个成功者。但请你一定要在觉得她很幸运的
同时，深刻地意识到：任何发明创造的产生都须要付出艰辛的
劳动，都须要付出很大的“工夫”，“功到自然成”么。所以，幸
运是和付出成正比的。如果我们只看到成功的荣耀，却忘掉
了成功者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显然不能正确地评价科学史上
的发明创造。居里夫人之所以成为幸运的成功者，就是因为
她为此付出了四十五个月的不分昼夜的艰辛劳动，不，准确一
点说，是她慷慨地付出了不计其数的“工夫”。而她的“工夫”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正是来自“她竟连出嫁时父亲为自己盛
情多置的家具都拒绝了”这样的令人费解的举动上。其实，就
是她把别人擦洗、掸刷家具的工夫都用在科学实验上了。可
见，她在处理家务之类的生活琐事上所花的工夫是多么的吝
啬呀！但必须明确没有为生活所花工夫的吝啬，就不会有为
科学而付出毕生的工夫的慷慨，也就不会有事业上的成功，因
为“成功需要付出”。显然，我们是从这成功与付出两者之间
的关系入手，进行因果分析的。

（３）演变分析：就是从事物的发展、变化入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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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分析有两个特点：第一，以事物的发展、变化状况作
为分析的对象；第二，通过对事物的发展、变化状况的研究去
认识事物的特点、本质和意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就像川流
不息的江河，永远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一切皆变，无物常
住”。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即学会用发展的观点
认识事物。

以《球王贝利》为例，试作演变分析。

球王贝利

有这样一段记载：当球王贝利踢进１　０００个球时，记者去
访问他：“您对所踢进的１　０００个球中的哪个最满意？”贝利回
答：“我对１　００１个球最满意。”

演变分析：
看了这段记载，首先，感到球王就是球王！贝利之所以能

成为球王，那是因为他在过去的足球赛中连连获胜，即所谓
“连冠”，而之所以能连冠，是因为他过去一直是不断奋发，不
断进取，从不满足；从他回答记者的话：“我对１　００１个球最满
意”来看，无疑，他现在仍然一如既往地不满足现状，在他的潜
意识里，一定是认为踢进的１　０００个球只代表过去的成绩，而
第１　００１个球则代表未来的成绩。可见，“任何成果都不是最
后的”是他的座右铭。因为，他懂得在竞争激烈的今天，球坛
的比赛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赢对手，要想永远立于
不败之地，只有永远是以未来的最佳成绩的获得为奋斗目标。
显然，贝利是用发展的观点看球坛的激烈竞争的。而我们对
贝利的观点的分析，理应采用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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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条件分析、因果分析及演变分析是互有联系而又互
有区别的。它们都是以事物的发展、变化为分析对象。但是
分析角度全然不同：条件分析着重研究形成事物发展、变化的
条件；因果分析着重研究形成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及这个发
展、变化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演变分析则着重研究事物发展、
变化的实际状况和支配这种发展、变化的动力与规律是怎
样的。

（４）多角度分析：我们研究某一个问题，从一个角度做过
分析之后，再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下分析，或者将两种角度结合
起来，进行分析，这样从两个以上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做法，就
叫做多角度分析。

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形成的过程，也都有它形成的条件
与原因，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的，也
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因此，要想深入地认识事物，就须要学会
从多方面去了解事物，研究事物，这就是要掌握多角度分析的
本领。

以《教书先生智斗吝啬富翁》为例，试作多角度分析。

教书先生智斗吝啬富翁

相传有一位吝啬富翁，聘请了一位教书先生。他对这位
先生说：“膳食供给非常微薄。”在这种情况下，教书先生借口
说空口无凭，便和富翁立了一个合约：“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
可青菜一碟足矣。”富翁在上面欣然签了字。哪知第一顿饭，
教书先生就大喊大叫起来：“我们不是约定说有荤菜也有素菜
嘛，怎么今天全是素菜呢？”只弄得富翁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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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后，首先发现的就是教书先生与吝啬

富翁所立的合约没有标点，抓住这个线索进一步琢磨，就发现
这合约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其一是“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
青菜一碟，足矣。”其二则是“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
一碟，足矣。”显然教书先生是准备以后一种读法，来为自己争
得应得的待遇的，而吝啬富翁却随心所欲地理解为是前一种
读法。因为，这正满足了他那吝啬的心理。这一番分析，明显
的是以事物形成的条件、环境、背景等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条
件分析的。如果分析到此结束，就只能将寓意理解为：相同的
字样，标点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就大不相同了。而这样的寓意
只能告诫人们：“标点很重要，要学会准确地使用标点。”如果
以这个寓意来立论，未免太肤浅了吧！看来，要想提炼出一个
有深层含义的论点，对于这则材料的分析，只从条件分析的角
度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妨再从另一角度去深入分
析一番吧：面对这有歧义的两种读法，教书先生之所以能如愿
以偿的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种，是因为他正是这有歧义的读
法的标点的设计者，真可谓是位称职的“设计师”了！别忘了，
他之所以设计得如此专业，是因为他是个教书先生，他具备这
方面的知识。可吝啬富翁就不然了，他拥有的却只是所谓的
“万能的钱”和吝啬的本性，而对于知识，他几乎是个“绝缘
体”！若不是吝啬心理作祟的话，恐怕连“其一”也不知道，更
不用说那“其二”了。否则，他怎么会在合约上欣然签字呢？
而后又怎么会被弄得哭笑不得呢？所以，与其说是教书先生
战胜了吝啬富翁，倒不如说是知识战胜了愚昧与无知。显而
易见：“知识就是力量。”分析到此，我们终于满意了。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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