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怎样进行有效作文? 这是广大中学生、语文教师以及众多写作爱
好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自 1992 年第二次大学毕业后，积极投入作文教学的改革实验，自
创“三环”立体式教学法，指导学生“鉴赏—感悟—仿作”三步作文，培养
学生“读—悟—写”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在前者基础上，我把培养学
生个性作文纳入自己的作文教学，把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哲理感悟当作
作文有灵性的标志，激励学生大胆张扬个性。这一时期作文教学初见
成效，我在 2004 届学生高三毕业时编辑作文集《雏飞集》，精选学生考
场、赛场作文 20 多篇并附有点评。《雏飞集》2009 年当作校本教材，参
加了江西省教育厅校本教材的评比获得二等奖。2006 年我校参加了中
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简称“中语会”) “创新写作教学
研究与实践”课题，我是学校课题组主持人。这一时期我向“中语会”知
名专家学习、请教，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受益匪浅，课题在 2009 年 11
月结题并很荣幸获综合成果一等奖。我忝占一席被评为全国优秀实验
教师。更令我欣喜的是在实验阶段，我指导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
发表作品 30 多篇，作文教学效果显著，取得较好的社会影响。

反思自己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作文教学之路，心中有无限感慨，很
想把自己的探索过程、心得体会、经验教训等写出来。开始想法不是很
坚决，后因 2009 年 11 月我参加首批中西部“国培计划”培训暨江西省
首届骨干教师培训时，已进入大学的学生见了我，给我提出了这一希望
和要求，我这一辈子都是被学生“逼”出来的，下水作文便是明证。我要
感谢教师这个职业，为人师者不敢懈怠松散，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让
我不能消停，让我年近半百还要瞎折腾地出书，于是才有了这本《语文
有效作文》。不管这个“孩子”长得如何丑陋难看，但我还是斗胆让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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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为了我的职业，为了我的学生，同时为了我自
己，我就勇气一回也值得。
《语文有效作文》是立足于阅读题的精髓对学生有效作文的启示，

立足于学生有效作文学习的可操作性，立足于学生高考快速有效作文，
立足于教师如何指导有效作文。

它记录了我 26 年作文教学走过的艰辛坎坷的历程。它既有对高考
优秀作文技法的解析，又有高考失误作文的警示。与大多数作文书不
同之处，我把高考小作文这个“旧题”进行了“新提”，希望能给学生一定
的帮助; 其次，我把作文教学实践中的“活体标本”作一种“横截面”思
考、探索，所以有我学生作文实践，考场、赛场作文精华，还有我自己的
下水尝试。我所选自己学生作文 60 余篇，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按内容分
为七大块，每篇作品后面都附有我个性化的点评，希望能给读者起到学
习借鉴的作用。

我真心想努力写一本对学生作文有帮助的书，《语文有效作文》仍
有不少的缺憾。个人的智力、才能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我才疏学浅，
写作过程的艰辛可想而知，对于中学教师的我来说，真是焚膏继晷、殚
精竭虑、呕心沥血。聊堪欣慰的是，我坚信本书对学生有效作文是有用
的。

本书多有不足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谢秋晓
2010 年 9 月 5 日草于琴台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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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阅读借鉴

第一节 语文阅读题对有效作文的借鉴

这里所说的语文阅读题应指散文、小说类的题目。现代文阅读考
试有一个命题原则，叫做主题辐射。它是建立在主旨辐射与写作思维
基础之上，文章主旨映照文章内容、结构和艺术手法，又以结构、手法和
语言的运用对于表现主旨的意义和作用作为思维主导的一种命题理
念。我们做题时从着眼表现文章主旨思想的作用入手借鉴写作，阅读
散文作品更应重视整体感知，叙事散文讲求以小见大，形与神的关系是
重点;写景散文注意情景交融，情与景的契合是关键; 咏物散文托物言
志，尽可能体味象征手法。我们应体会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明确作品
所包含的人物、事件、景物和抒发的感情，以及作者借以表达的对生活
的见解和对所写人物所持的态度，正确把握文章的主旨。
《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学生的作文以我手写我心。生活化作

文，以我言抒我情; 创新性作文，以我个性抒我风采。面对开放的新时
代，应结合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构建有效作文。

一、什么是有效作文
既促进学生作文个性化发展又促进教师自我提高的作文教学，才

是有效的作文教学。有效作文是在规定时间内，调动自己的潜在能力，
把自己内在的最闪亮的一面展示给阅卷老师，把富有个性的形象表述
和一言九鼎的识见突现出来。用精炼语句点染诗意，用绘形绘色绘声
的描写，让阅卷老师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满目生辉、满口溢香，
让阅卷老师随着作者的思维而心动，不由自主地给你一个满意的分数。

现在谈谈语文主课堂教学阅读与鉴赏同有效作文的“近亲”关系。
这一块资源利用得好，会对有效作文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语文课堂
教学始终离不开阅读与鉴赏。如何把阅读鉴赏与写作的亲缘关系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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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实行能力转换和迁移是有效作文的关键步骤。
《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要求: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不断充实

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
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和认识。发展独立能力，理解文本所
表达思想、观点和感情。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作出自己的分析判
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充分调动自己的
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
受和体验。这些要求与《语文课程标准》表达与交流的目标一致、相辅
相成:学生应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
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根据个人
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在生活和学习中多方面地积累素材，多想多写，
做到有感而发。鉴于此，老师在指导学生完成现代文阅读题时，应渗透
作文技法，不是为完成题目的解答而仅止于答案的理解正确与否上; 应
作深度的写作拓展，把一篇篇美文演绎成作文范文，让学生在做题中接
受美文熏陶，直悟圣贤哲人的心灵，感悟他们语言表现力的神奇，从而
模仿、学习、借鉴。

二、现代文阅读题对有效作文的支持
1．以 2010 年江西高考现代文阅读题为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饮一口汨罗江
熊召政

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在中国的诗史中，已经流了两千多年。诗人
如我辈，视之为愤世嫉俗之波的，不乏其人; 取它一瓢饮者，更是大有人
在。当然，饮的不是玉液琼浆，而是在漫长的春秋中浊了又清，清了又
浊的苦涩。这苦涩，比秋茶更酽。

这会儿，我正在汨罗江的岸边，掬起一杯浑黄得叫人失望的江水。
为了在端午节这一天，饮一口汨罗江的水，我可是千里奔驰特意赶来的
啊!

脖子一扬 ，我，饮了一口汨罗。
立刻，我感觉到，就像有一条吐着芯子的蛇窜入我的喉管，冰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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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溜，在我肝胆心肺间穿行 ，如同在烟雨迷蒙的天气里穿过三峡的蛟
龙。

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
同行人大概看出我脸色难堪，埋怨说:“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这水

太脏了。”我报以苦笑。
朋友继续说:“你们诗人都是疯子，不过，也像圣徒。恒河的水污染

那么严重，圣徒们也是长途跋涉，非得跑到那里去喝一口。”
我得承认，朋友这么说，并不是讥笑我，他只是不理解。我的行囊

中，带有青岛啤酒和可口可乐，为什么，我非得饮这浑黄的汨罗?
这小小的隔阂，让我想起禅家的一段公案。一次，著名禅师药山惟

俨看到一个和尚，问: “你从哪里来?”和尚答: “我从湖南来。”药山又问:
“湖水是不是在泛滥?”答: “湖水还没有泛滥。”药山接着说: “奇怪，下
那么多雨，湖水为什么没有泛滥?”和尚对此没有满意的回答。因而药
山的弟子云岩说:“是在泛滥。”同时，药山另一个弟子东山大叫道: “何
劫中不曾泛滥! ”细细品味这句话，不得不佩服禅家独特的思维品质。
何水不脏? 我想对朋友当头棒喝的这四个字，本源于何劫中不曾泛滥
的追问。

不过，那四个字我终究没有问出口。然而由禅家推及诗家，我想得
更多了。

汛期湖水泛滥，每个人都看得到。可是，干旱季节的湖水泛滥，又
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呢? 屈原淹死在汨罗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汨
罗不只是湘北的这一条，也不尽然是由波涛组成，知道这一点的，恐怕
更是微乎其微了。

何劫中不曾泛滥! 还可以推补一句，何处没有汨罗江?
嵇康的汨罗江，是一曲裂人心魄的《广陵散》; 李白的汨罗江，是一

片明月;苏东坡的汨罗江，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贬谪之路; 秋瑾的汨罗
江，是一把砍头的大刀; 闻一多的汨罗江，是一颗穿胸的子弹……到这
里，我禁不住问自己:

你的汨罗江会是什么呢?
据考证，屈原本姓熊，是我的同宗。从知道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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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诗做人的坐标。每当灾难来临，我就想到那形形色色的汨罗江。
好多次，当我的愤怒无法宣泄，我就想跑到这里来，跳进去，让汨罗再汨
罗一回。今天，我真的站到了这汨罗江的岸边，饮了一口浑黄后，我的
愤怒被淹灭了，浮起的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惆怅。

江面上，二三渔舟以一种“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悠然，从我眼前飘
过。不知道屈原为何许人也的渔翁，一网撒去，捞回来的是最为奢侈的
五月的阳光。偶尔有几条鱼苗，看上去像二月的柳叶，也被渔翁扔进了
鱼篓。那也是他的收获啊!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渔翁之意，却是肯定在
于鱼的。

中国的渔翁形象，从劝屈原“何不随其流而逐其波”的那一位，到
“惯看秋月春风”的那一位，都是明哲保身的遁世者，权力更迭，人间兴
废，与他们毫不相干。船头上一坐，就着明月，两三条小鱼，一壶酒，他
们活得好逍遥啊! 你看这条因屈原而名垂千古的汨罗江上，屈原早就
不见了，而渔翁仍在。

这就是我的惆怅所在。一位清代的湖南诗人写过这么一首诗:
潇瑟寒塘垂竹枝，长桥屈曲带涟漪。
持竿不是因鲂鲤，要斫青光写楚辞。

看来，这位诗人的心态和我差不多，又想当屈子，又想当渔翁，结果
是两样都当不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人早就这么说过。

既如此，我的饮一口汨罗的朝圣心情，到此也就索然了。归去罢，
归去来兮，说不定东湖边上的小书斋，就是我明日的汨罗。

( 选自《问花笑谁: 熊召政美文精选》，有删改)
( 1) 结合文意，概括“汨罗江”的两种主要含义。( 每种不超过 15 个

字)
答:①忧国忧民者的精神寄托; ②忧国忧民者苦难的象征; ③屈原

殉国之处。
( 2) 从文中看，作者的情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答:①愤世嫉俗; ( 愤怒) ;②惆怅;③索然( 失望) 。
( 3) “渔翁”在文中有何寓意? 其作用是什么?
答:寓意:①指只关注眼前物质利益的人; ②指明哲保身的遁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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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愤世嫉俗的屈原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凸显屈原的高尚，表达作
者对现实的感慨。

( 4) 下列对这篇散文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A、E)
A．作者认为，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在中国已经流了两千多年，浑黄

而不清澈，因此，它的味道是苦涩的。
B．在作者朋友眼中，诗人的追求是崇高的，但行为是怪异的，所以

他们是“圣徒”与“疯子”的矛盾集合体。
C．文中“禅家公案”一段，在结构上起过渡作用，承上启下，拓展了

文章的表现空间。
D．“嵇康的汨罗江”一段，作者巧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文章

形象生动，语势增强。
E．作者又想当屈子，又想当渔翁，但虑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而

决定躲进书斋，做一个明哲保身的人。

由“嵇康的汨罗江”一段，我们可以领悟到作者思想飞扬的灵动，尽
显读书悟理评价之精彩，感情充沛，排比句富有气势，赋予汨罗江丰富
的内涵，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英雄豪杰的追怀敬慕。

最后 6 节通过渔翁的象征意义———明哲保身的遁世者，只顾眼前
物质利益的人，与屈原的孤独寂寞、悲怆，坚持真理，出淤泥而不染，决
不妥协的精神形成对比，突出屈原的高尚。有这样鲜明的主题存在，就
体现了文章的社会价值。

这要求教师能创造性地解读，针对关键段落要品读，读破文章主
旨，理解作者的用心和内在思想蕴意，学会用文学般精炼而富有表现力
的语句来表达并使文章文采洋溢，广采博学，文笔飞扬多姿，用语言的
恣意挥洒来张扬作文的个性。
［有效作文启示］学生通过阅读广泛占有材料，并对材料进行情感

注入，归纳出历史名人的精神及对后人的影响。融入作者对人物内心
精神的理解，化用名言，激活历史与人物，让他们去演绎历史的真实。
名家名篇表现出的特点不一定都能被学生吸收消化，但可欣赏借鉴。
根据学生各自个性特点去学习掌握，就能进行有效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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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2009 年江西高考现代文阅读题为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木车的激情
张炜

在现代旅行中，我们常常因为交通工具的不够迅捷而焦躁和苦恼。
我们祈盼乘坐的车辆眨眼间就到达目的地，幻想它能像闪电一样穿越
莽野。我们有时甚至为最现代的旅行交通工具———飞机———感到焦
急，比如说为机场的长长滞留、耽搁，感到愠怒和不安。

我们总是那么急于从甲地到乙地，总是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们
碌碌奔波，但催促我们行动的激情是那样脆弱和渺小。我们怎么能够
想象几千年前，有一位思想者就乘坐着一辆缓慢的牛车或马车，在大地
上往复奔走。是的，他为了自己的思想，为了自己的理念而不知疲倦，
并这样终其一生。

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古代哲人孔子，还有他的一群弟子。他们都
是一些为思想而激动的不知疲倦者。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的一生，把这
一切，称为“木车的激情”。

由于车速是极其缓慢的，里程是极其艰难的，因而我们今天更有理
由说，他的激情才更为强大、更值得信赖。

枯叶铺地，北风呼啸。在冬天，那个哲人也不能舍弃自己的旅程。
这在越来越聪明的现代人眼里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一位不可理喻
的执著者，让世界感到畏惧了。
“政治”这两个字在现代或许已经变质。我们现代人几乎仅仅可以

从那辘辘的木车声中，听到“政治”的真正含义，领略它的本质。它那时
候是人、旅途、木车，是面对土地的求索，是这样的不知疲倦。原来在古
代，“政治”和“诗”是合二为一的，这才让后人生出了永久的崇敬。他不
倦地向各个阶层诉说他的思考，他的思想，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他探
索到的各种各样的原理。作为一位布道者，一位启蒙者，一位诗人，大
概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比肩。但人们往往承认他是布道和
启蒙者，而不愿承认他是诗人。

可是，现代人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北风击碎冰凌的时刻，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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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辘辘的马车声中，听到和看到孔子那一腔燃烧的诗情吗?
这是一首长长的、写在大地上的诗，是可以从东方播散到西方的长

卷。它就像高空的彩虹一样，横跨万里，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我们相信，一本《论语》只是微薄的纪念，只是简短的记录，它那真

正的、更为渊博的思想，的确是由车轮和双足镌刻在大地上的。它们化
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需要无数的后人在气流和土末里感觉和辨析，去
接受它们的渗透和感染。

那个颠簸的木车，把激情播撒在中国大地上。他成了中国乃至整
个东方的骄傲，也成了整个人类的骄傲。他的行为表明了人类在某个
方面的认识和耐力。他可以指示我们走向多么遥远。他不仅属于古
代，更属于现代和未来。

给这样一位伟大的言者和行者做一鉴定，我们也许是无能为力的。
可是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他是这样一种生命，他抓住了更本质的东
西，所以他才能走向未知的远途，才能驾驭颠簸的木车，承载那么多思
想，驶进茫茫历史长河之中，驶进一片灿烂之中。

遥想那个古人的身影，我们似乎会明白一点什么。
原来只有激情，只有它所击打出的思想的闪电，才可以超越一切交

通工具的迅捷，使一切现代传播工具相形见绌。思想才是真正迅捷的，
阔大无边的，可以笼罩整个宇宙。激光、无线电波甚至都很难拥有这样
的速度和力量。

当我们人类不断地将自己的智力和激情变为现代科技，变为非常具
体的器械和工具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源头，忽略了它们真正是来
自人类共同的心灵———这样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现实。无论怎样现代的工
具都不能取代心灵。抽掉了心灵，一切都无从谈起。在那个伟大的心灵
面前，即使是缓缓爬行的木车，也不能阻断万丈激情。激情的燃烧可以使
他穷尽一切艰难险阻，可以穿越十万大山。枯竭而渺小的现代人即使拥
有了火车，有了飞船，有了一切的一切，也不能阻止眼前的危机。

也许当我们现代人懂得一遍又一遍怀念木车的激情的时候，才会
走向自己的觉悟。

( 选自《张炜散文精选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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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木车的激情”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
答:孔子及其弟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思想而激动，为理念而不

知疲倦，终其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往复奔走的精神。
( 2) 本文写“木车的激情”，作者为什么开头用较多笔墨写现代人及

其交通工具? 请结合原文作简要分析。
答:引出下文，为下文写“木车的激情”作铺垫; 与文中孔子及其弟

子乘坐缓慢的木车艰难求索而不知疲倦形成对比，从而突出“木车的激
情”的强大和值得信赖。

( 3) 联系全文，概括本文主旨。
答:文章通过对几千年前孔子及其弟子的“木车的激情”的怀想和

高科技时代人们精神现状的反思，抒发了作者对“木车的激情”的崇敬
之情，表达了作者对现代人心灵缺失现状的忧思与批评。

( 4) 下列对这篇散文的赏析，正确的两项是( A、C)
A．孔子乘坐的木车虽然没有现代交通工具那么快捷、舒适，却可以

穿越十万大山，穷尽一切艰难险阻，它深深的辙印诠释了“诗”与“政治”
合二为一的真谛。

B．文章以“木车的激情”贯穿全文，赋予木车以深刻的内涵，采用夹
叙夹议的手法，大胆展开想象，形象而全面地表现了孔子不懈求索的一
生。

C．孔子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不倦地传播他的思想，而人们只承认
他是启蒙者和布道者，不承认他是诗人，这主要是因为没有看到孔子身
上具有一种诗人般的激情。

D．在作者看来，一部《论语》只是微薄的纪念，只是简短的记录，孔
子更为渊博的思想却穿越了时空，照亮人类共同的心灵，可见《论语》的
作用是有限的。

E．作者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现在传播工具和交通工具越
来越便捷，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制约了现代人的精神追求，使现代
人无法阻止眼前的危机。
【试题解析】本题共设五个选项。根据第 6 段内容，可以判定 A 项

所述正确;根据第 4 段内容，可以判定 B项所述错误，作者不是赋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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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以深刻的内涵，而是赋予乘坐木车去实现理想的孔子及其弟子所具
有的“激情”以深刻的内涵; 文章没有也不可能“全面”表现孔子一生。
根据第 6、7 段内容，可以判定 C 项所述正确; 根据第 9 段内容，可以判
定 D项“可见《论语》作用是有限”表述有误;根据第 14 段内容，可以判
定 E项“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制约了现代人的精神追求……”表
述有误。文中只是说“不能取代心灵”。

考生做题时要多方面思考，注意命题者往往在范围( 如 B 项的“全
面”) 、因果( 如 E项的“制约”) 等方面设置“陷阱”。

从分析这篇散文写对木车的激情的怀想，写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
反思，写对木车的激情的崇敬，写对现代精神缺失的忧思的主旨，指导
学生由审美欣赏转化为自己有效作文的借鉴。

第 2—7 节，孔子认定自己有责任挺身而出，努力改变社会现实，为
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百折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他坚实地面对
困难，永不放弃，显示了我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本质，千百年来让人肃然
起敬。为思想激动，不知疲倦将永远拥有了“木车的激情”，孔子的行为
充分诠释了一个世界文化名人的风彩。

第 8—14 节将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对孔子的执著进行了热情的讴
歌，用华丽的文辞，浓缩了作者对孔子践行自己的理想的深层思索与感
悟，“它那真正的，更为渊博的思想，的确是由车轮和双足镌刻在大地上
的，它们化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需要无数的后人在气流和土末里感觉
和辨析，去接受它们的渗透和感染”等结合孔子艰难跋涉为理想奔波忙
碌，捶打思想的闪电，缔造出伟大的心灵，与枯竭而渺小的现代人心灵
缺失形成鲜明对比，与现代人“拥有了火车，拥有了飞船，拥有了一切的
一切”无法阻止眼前的危机对照，方显孔子的伟大与魅力。学生在学习
借鉴时，老师作出以上分析讲解，能开阔学生阅读欣赏的视野，能领悟
真正要表达的鲜明的主题，富有作家智慧的凝练典型的规范文学语言，
是学生有效作文学习的榜样，能使自己的作文营造出灿烂文采并赋予
表现力而吸引阅卷老师眼球。

借助想象，体会作者情感，阅读文学类作品必须发挥联想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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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个人生活体验，和作者情感发生强烈共鸣，学生如把这种情感体验
倾注于自己的作文是一个质的飞跃。

3．从阅读文学类作品学习散文中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
学习散文中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如反复，增强文章的节奏感，

使上下文衔接更紧凑。白描手法，使语言朴实，格调清新，平中透奇，含
义深邃，真实感人。用典，使文章饱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思想内涵，
增添文采和趣味性。当然还有常见的比喻、排比、对比等等，高考作文
是考生依托语言载体向阅卷老师展示写作才华的好机会，语言是否有
亮点，是否有出彩之处，直接影响得分，学生认真从阅读题中汲取名家
营养，有意识地锤炼语言，才能使自己的作文出现亮点，可以从以下几
点入手:

( 1) 通过形象描摹创造“诗情画意”。
有一篇满分作文《诗意地生活》，开头一段便是:“掬一捧清水，我便

醉倒在春风里。空气中尽是悠悠的香气，那些无比珍惜的年华便从指
尖绕过，无声无息。”形象描绘，生动感人，倒有点像在写散文。再看下
文，作者针对有人“抱怨生活中无诗意”的片面认识，从“心灵充满诗
意”、“平凡也是诗意地生活”、“把苦难当做诗意去品味”等角度具体地
诠释怎样去生活才是“诗意地生活”———这是标准的论述类文章。通篇
虽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却能结合叙事、描写、抒情等方式来阐述观
点，在严谨说理之中，恰当地嵌入形象的画面，使得论述也洋溢着诗情
画意的芬芳，颇具新意。当然，如果过多地采用形象描摹，则是不符合
论述类文章的体裁的。本文在议论过程中相机“抓拍”几个特写式“镜
头”，灵活地加以组接和张扬，让形象的描摹表现出令人心荡神驰的诗
情画意，从而增强了论证的艺术效果。

( 2) 通过超常联想用活修辞手法。
如果只是理解几种修辞手法，也未必能生动地运用在论述类文章

之中;超常联想能够帮我们用活比喻、比拟、夸张等修辞手法。比如一
篇题为《怀想天空》的满分作文:

怀想天空
被细细的窗棂剪辑成四四方方的蔚蓝格子的，是天空。被短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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