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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认识马世海，还是他在西北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当初，他给我的印象是喜静、善思。

巨瑞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勤奋、朴素、好学是她的表征。如今好多年过去了，听说他们

在甘肃省临洮中学工作，并且工作很出色，这对我们教师来说，是一件非常欣慰和自豪

的事。前不久，马世海拿来和妻子巨瑞娟合著的《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初稿，要我写篇

序言，我认真阅读了书稿，觉得书稿内容对高中写作教学很有指导意义。

目前的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存在这样一个实际问题：一方面，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写

作灵感日益逼仄，甚至对作文丧失信心进而感到恐惧；另一方面，不管高考语文试题怎

么改革，写作依然是广大学生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对如何提高写作水平这个问题，不

少学生既感到忧虑，又不知从哪里入手。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千方百计地钻研写作教学的

有效途径，以期取得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在高中教学一线工作，教

学成绩突出，积累了丰富的写作教学经验。而今，他们把工作中的一些实践和思考整

理成书，这对他们自己来说犹如艰辛而喜悦的分娩，对广大语文教师和学生来说，是

一种经验的交流和方法的探讨。

写作教学就是语文教师借助教学计划和写作知识，鼓励学生把观察、体验、立意、取

材、布局、谋篇的心理活动创造性地转化为言语表达的过程。对语文教师来说，写作教学

有没有计划，效果截然不同。读了这本书，一个系统、翔实、有操作性的计划就会层次分

明地展现在面前，其教学效果便可想而知了。语文教师要指导学生的写作，必须掌握系

统的写作知识，这一点，作者也做到了。教师只有知道怎么写文章，才能指导学生如何写

文章。

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自由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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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

间。”这为高中写作教学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写作教学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一是培养读者意识，联系学生生活，创设写作情

境。培养读者意识，可以使学生明确写作的动机与服务的对象，做到有的放矢。联系学生

生活，创设写作情境，可以帮助学生迅速进入写作思维状态。写作情境是意义建构的前

提，创设一个紧密联系学生生活经验的情境，写作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二是鼓励

自由表达，要求说真话、实话。鼓励学生把自己的心里话、真话、实话自由地表达出来，不

仅是教师实施写作教学的原则，而且是教学生为人处世的原则。三是循序渐进地实施写

作教学计划。写作教学应该综合写作目标、写作体裁、写作方法、写作活动、评价方式等

要素，建构一个由浅入深的、有量化规定又有质量要求的练习计划，改变传统写作教学

的无序状态，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四是从读学写，由模仿发展为创造。“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古人总结出来的一条写作规律，说明了从阅读中学习写作的重要

意义。不要低估模仿的价值，模仿是创造的开端，创造是模仿的飞跃。五是先放后收，在

轻松氛围中培养写作兴趣。写作伊始，先要放飞学生的心灵，放纵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

无拘无束中感受容易，体验轻松，驰骋志气。初要胆大，终要小心，由俗入雅，由浩荡入纯

粹，便会养成写作的兴趣，发现写作的快乐。六是量化练笔，逐渐提高写作能力。“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有了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飞跃。开展丰富多彩的练笔活动，实行量化的

监控机制，日积月累，坚持不懈，才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我们的实际情况是，高中学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大量阅读”来增加写作储备，

家长和教师也不允许高中学生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去“大量阅读”而耽误了“跳龙门”。这

是一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让广大学生既不耽误高中阶段宝贵的时间，又能提高

写作水平呢？我觉得，这本书抓住高考作文的结构，力图通过构建高考作文谋篇布局的

思维模式这样的途径，在努力探索、化解以上矛盾。

在我看来，短短八百字的一篇高考作文，不管怎样写，都应该把问题讲清楚，要让阅

卷者能够瞬间把握文章的内容。所以，话题作文也好，命题作文也好，材料作文也好，由

于考场时间有限，如何简明快捷地架构作文，开好头、收好尾、凸显结构层次就非常重

要。学生可根据这本书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做到“开头点题定位，中间承上详写，结尾照

应深化”，相信会给阅卷者一个好的印象，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这本书的长处，是结合高

考和学生的实际对高考议论文的结构做了精当的分析指导。不仅如此，书中所提供的方

法不是单一的，学生可依据自己的所长，灵活选用。再从长远考虑，学生如果按照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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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写作，对自己将来步入社会后写作各种实用文体，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正是编

写《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一书的价值之所在。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作者对写作方法的提炼，更是学生提高写

作水平的依托。衷心祝愿作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更上层楼，也祝愿广大高中学生认真学习

这本书，在扎扎实实的写作训练中取得优异成绩。

是为序。

2014年 11月 1日

（靳健，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全国语文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甘肃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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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说：“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在高中语文教学这条漫漫长路

上，我们认真地思考着、快乐地探索着。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语文很重要。在基础教育所有学科中，语文对人的影响是全面

的、深刻的，更是长远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凭借语文来学习各种科学文化

知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优秀文化的熏

陶，帮助人们塑造崇高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的思想情感，树立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

语文还是一个人一辈子也离不了的精神食粮，从呱呱坠地开始，我们就在语文的哺育滋

养下成长，长大后，不管从事什么职业，语文始终都伴随着我们。因此，语文在一个人一

生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写作，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表
达和交流”是高中语文必修课的目标之一。其中，表达能力的主要体现就是写作。随着教

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写作在高考中愈来愈显得举足轻重。在各省区的高考语文试卷中，

写作占了将近一半的分数。可见，写作是高考语文试卷的重头戏。

但是，在写作教学实践中，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还不够准确和到位。从高考

角度看，高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学生参加高考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语文素

养。学生写的高考作文不同于作家的文章。作家的文章可以含蓄蕴藉，耐人寻味，读者可

以花较长的时间去细细咀嚼，慢慢品味。而一篇高考作文要求阅卷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要

读完并评分，所以高考作文必须做到观点明确，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这样才能更好地展

示学生的语文素养。从教材角度看，高考语文复习安排一个板块来讲写作，分基础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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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题意、符合文体要求、感情真挚、思想健康、内容充实、中心明确、语言通顺、结构完

整、标点正确和不写错别字）和发展等级（深刻、丰富、有文采和有创新）两个专题，囊括

了整个写作过程的审题立意、谋篇布局、选材组材、运笔行文和锤词炼句等所有内容，虽

面面俱到，却处处如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不够具体深入。从学生角度看，高中学生的写

作水平不容乐观。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整体写作水平还是偏低。在历届高考中，绝大多

数学生作文被评为二类作文，一类作文很少，满分作文就更是凤毛麟角。从教师角度看，

很多语文教师在复习“写作”专题时，要么抓住细枝末节，没有宏观的系统指导，要么就

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在写作教学中不能很好地处理教学内容上“点”与

“面”的关系。总之，写作教学中存在着一些制约学生提高写作水平的因素。高考语文写

作教学应该从实际出发，讲实话，求实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基于以上原因，

我们把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思考和做法总结下来，以探讨、解决高考语文写作教学

中的这些问题。

《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是一本关于高考议论文写作方法的指导书。这本书根据高

考的实际情况，以构建思维模式为基本理念，指导学生构建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一

篇议论文由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构成，本论部分则是全文的主体。书中把本论部分

写作的思维模式归纳为并列式、对比式、递进式、因法式、议联式、危源式和驳论式七种。

另外，本书又重点阐述了议论文如何拟题、如何开头、如何举例、如何说理和如何结尾等

五个内容，还分析了过渡、照应和点题三种结构技法在议论文中的运用方法。这些内容

的解说，力求突出对写作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行文思路的指导，做到让学生有“法”可

依，有“模”可仿，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文章谋篇布局的方法，学会搭建议论文的

结构框架。创作本书的初衷是，通过对议论文思维模式的解说和写作思路的剖析，让教

师的写作教学更加系统化、具体化，让学生的作文训练更加简单而有效，从而帮助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出一篇切合高考实际、合乎文章法度的议论文，赢得作文高分。

在创作过程中，本书力求突出三个特点。第一是直观。书中的结构模式和经典范文，

化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直观形象地展现了高考议论文谋篇布局的方法和思路，

可以说是“图文并茂”，直观形象。第二是易学。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高考议论文写

作要构建思维模式，也就是将议论文各个部分的行文过程模式化。学生只要掌握了这些

模式，就很容易掌握议论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就能在考场上做到笔未落纸，“竹”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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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第三是实用。本书紧紧抓住高考中“学生写作时间短、阅卷者阅卷速度快”的实际，就

议论文的谋篇布局进行图表解说、范文示例，让学生构建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解决

学生“不会写”或“写不好”作文的问题，切实提高学生在高考考场上作文的速度和质量。

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高考议论文写作指津》就这样诞生了。她，是我们对写

作教学的一些思考，也是我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份快乐。我们愿与大家分享，希望她能给

高中语文写作教学起到一点推动作用，更希望她能给广大高中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带

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马世海 巨瑞娟

2014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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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什么是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

高考语文《考试大纲》对写作的要求是“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考生可

以从议论文、说明文和记叙文三种文体中选择一种来写。近几年还出现一种创新作文，

如书信、病历、审判书、忏悔书、发言稿、实验报告等，也被很多考生选用。在高考考场上，

考生仓促之间难以正确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写记叙文（即文学类文章，如小说、

散文等），高考作文（包括命题作文、话题作文和新材料作文）的题意一般也不适合写用

来介绍事物情况或道理的说明文，而创新作文的优劣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卷者的

个人喜好，带有较大的冒险性。相比之下，采用议论文就是最佳选择。一方面，不管哪种

命题形式，考生几乎都可以围绕一个话题，联系现实生活进行思考，发表观点，或针砭时

弊，或弘扬正气，或抨击谬论，或颂扬善行，考生在考场上都会有事可写，有话可说，这些

“事”和“话”写出来就是一篇现实意义很强的议论文。另一方面，议论文强调正确的推理

和严密的论证，较之其他文体能更全面、更客观地反映考生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是

命题者和阅卷者的所爱。因此，我们选择议论文进行研究和探索。

从写作的过程看，高考作文的写作主要有四个步骤，分别是审题立意、谋篇布局、选

材组材和锤词炼句。其中，审题立意是前提和关键，选材组材是丰富和充实，锤词炼句是

美化和深化，而谋篇布局则是写作的重点和根本。打个比方说，文章如人，立意是灵魂，

结构是骨架，材料是血肉，语言是服饰。如果离开了强健的骨架，那么高尚的灵魂、饱满

的血肉和精美的服饰都将无以附着。在一篇文章中，精准的题意、丰富的材料和优美的

语言，有了一个合适的结构框架才能更好地展示出来。况且，作为高考作文，“结构完整”

第一章 唯见荷花红碧塘

———高考议论文写作要构建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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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指津
郧粤韵运粤韵 再陨蕴哉晕宰耘晕 载陨耘在哉韵 在匀陨允陨晕

是一个重要的考试要求，结构的完整与否直接决定了高考作文分数的高低。因此，谋篇

布局是高考写作诸多问题中值得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重点研究高考议论文的谋篇布局。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树立

一个理念———构建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

那么，什么是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

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是指在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理念的引领下，根

据高考语文《考试大纲》的要求，议论文写作活动中各内容要素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组合

方式和随着写作活动的展开而形成的思维程序和方法。其意义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教授思维方法。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实质就是文章谋篇布局的方法。

文无定法，贵在得法。文章没有固定统一的写法，我们也反对文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文章有法”。研究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就是要帮助学生掌

握高考议论文谋篇布局的方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思维模式不仅不会对学生在写

作活动中的表达产生丝毫的束缚，相反，因为它教给了写作的思路，激活了写作的思维，

所以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写作空间。在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学生可以自

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从而充分发挥写作水平，尽情展示语文素养。

其二，发展思维能力。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重在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普通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教学应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议论文写作过程中

强调的就是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这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高中

阶段学生作文往往出现推理不正确、论证不严密等思维方面的问题。高考议论文写作的

思维模式，就是议论文各内容要素随着写作活动的展开呈现出来的思维程序，是对写作

活动中思维过程的总结和提炼。掌握并运用这些思维模式，可以使文章的议论说理更加

合乎逻辑，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较快发展。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不只是要

教给学生写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其三，写作规范文章。构建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写出

自己的一篇规范的议论文。在思维无限活跃、个性极度张扬的这样一个时代，学生作文

也在追新求异。但是，由于思维不够成熟，以致作文普遍出现文体不明、结构残缺、内容

空洞等问题。也就是说，创新求异有余，而固本守正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阅卷者更希望

学生能写出一篇符合写作规律的规范的议论文。因此，高考议论文要想取得高分，构建

思维模式、写作规范文章是非常必要的。“拿来”别人的模式，通过反复练习，掌握思维方

法，发展思维能力，从而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来自模式而又高于模式，遵循模式而

又突破模式，写出自己的文章，这才是构建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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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考议论文写作为什么要构建思维模式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教给学生作文的方法，具体来说

就是要引导学生构建作文的思维模式。高考议论文写作要构建思维模式，有四点原因：

第一，是符合思维一般规律的需要。一篇议论文实质上就是运用论据、论证、论点的

过程，这一过程要符合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只有符合思维的一般规律，议论文的观点

才能让人理解并接受。从全文的构思过程看，一般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最后解

决问题。从具体的论证过程看，一般是先列举个别事例，再推断一般结论。如果先陈述结

果，那就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因），如果先陈述原因，那就要推断其导致的结果（究

果）；先摆出现象，后分析本质，等等。议论文论证过程中蕴含的这些人类思维的一般规

律，具体表现出来就是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

第二，是讲求文章写作思路的需要。车行有道路，文行有思路。不论是古代文人墨客

的诗词，还是当代作家学者的文章，都很讲求写作思路。文章思路清晰，就会结构连贯，

文意明了；思路紊乱，则会结构散漫，文意晦涩。高考议论文事关考生的前途命运，更应

该注意写作思路，必须做到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观点鲜明。“总—分—总”是高考议论文

最常用的一种写作思路。行文过程中先总说，即提出文章中心论点；再分说，即分若干个

方面对中心论点进行论证；最后总说，总结强调文章中心论点。可见，高考议论文写作过

程中的思路就是文章谋篇布局的思维模式。

第三，是适应高考实际情况的需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师在考试之前就要指

导考生构建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这是考场议论文高质量的保证。从阅卷者角度看，

阅读作文的时间非常短促，这就要求文章要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从考生角度看，考场上

写作时间并不宽裕，这就要求学生对文章结构要心中有数。作文如铸器，铜既已销，随模

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学生在考前就熟练掌握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

做到成竹在胸，考场上自会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否则，临时安排行文结构，难免百密一

疏，往往会导致文章思路混乱。况且，临时安排结构也会使写作精力分散，挤压审题立

意、选材组材、锤词炼句和卷面书写等方面的时间，从而使文章质量大打折扣。

第四，是改变学生写作现状的需要。目前的写作教学，缺乏系统的、具体的、有计划

的高考作文指导训练，高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不够成熟，再加上急功近利、浮躁不

实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生的写作，尤其是议论文的写作问题很多，譬如文体不明、内容

唯见荷花红碧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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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思路混乱、语言干瘪、论证推理不够严密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缺少必要的思维模式训练。要改变这种写作现状，让学生写出一篇规范的高考议论文，

就需要掌握高考议论文写作的思维模式。

第三节 高考议论文写作构建思维模式的关键

那么，高考议论文写作在构建思维模式时需要注意哪些关键问题？

一、结构模式化

高考议论文结构的模式化可以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去理解。从整体看，高考议论

文有着大致相同的结构模式。一篇议论文分为引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论———提出

问题，摆出观点；本论———分析问题，阐述论证；结论———解决问题，总结观点。从局部看，

议论文的引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都有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引论部分先引出话题，然

后围绕话题提出中心论点。本论部分各层内容之间常用的结构模式有并列式、对比式、递进

式、因法式、议联式、危源式和驳论式七种。各层内部的结构模式一般是这样的：首先，提出论

点；其次，承上启下，先阐释首句提出的论点，然后过渡到下文的举例；第三，列举古今中外

的典型事例来论证论点；第四，运用多种说理方法（主要有因果分析法、假设分析法、对比

分析法、类比分析法、比喻分析法、引用分析法、归纳分析法、辩证分析法、意义分析法、条

件分析法、反证分析法、归谬分析法等），结合列举的事例分析论证提出的论点；最后，对

本段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强调段首提出的论点，照应段首。结论部分先总结上文内容，然

后强调中心论点，照应开头。可见，高考议论文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模式。

为了能在考场上有限的时间内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议论文，考生需要弄清高考议论文

的结构模式，形成作文的结构框架，在上考场之前就要对这种模式化的结构烂熟于胸。

例文

对于未来的思考

未来，一个遥远的世界；未来，一个神秘的地方；未来，一种无穷的魅力。古往今来，

世事在变幻，社会在发展，历史在演进，未来，永远值得人们去思考，去探索。

有人梦想未来。敢于梦想未来的人，他的人生的风景就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在那个

“风雨如磐暗故园”的黑色年代，鲁迅怀抱一腔“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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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漂洋过海，留学东瀛，梦想未来有一天能医治人民的疾痛、祖国的疮痍。少年周恩来

在奉天（沈阳）东关师范学校的课堂上掷地有声地宣告他梦想中的未来———“为了中华

之崛起”。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在橘子洲头，酣畅淋漓地抒写辉煌的蓝图———“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梦想未来有一天无产者翻身做主，扬眉吐气地迎接共产主义的曙光。

1835年 8月，在特利尔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郑重地写下他梦想中的
未来———“我们选择职业，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火红的青春在追梦中

描画着锦绣的未来，不仅仅是“我”的未来，更是人民、民族、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壮丽的未来，

追梦之路必将“路曼曼其修远兮”，但是无悔的他们始终坚信：未来的梦，总有一天能够实现！

有人开拓未来。勇于开拓未来的人，他的生命的足音就变得更加铿锵有力。开拓者

的头脑永远是清醒的：未来不是大庭广众前的夸夸其谈，未来不是纸醉金迷中的游戏人

生，未来也不是风平浪静里的轻歌曼舞，更不是花前月下的耳鬓厮磨。他们深深地知道：

未来是蜗行在巷道里的矿工们熏黑的额头上不灭的明灯，未来是奔驰在广袤田野上的

忙碌的播种机，未来是工程师笔下越来越清晰的设计图纸，未来是企业家正在关注着的

产品销售市场的不断拓展，未来是绿茵场上奔跑不息的矫健的身影……“我的未来不是

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在开拓者翻动的日历中，未来不再渺茫，他们乘着希望的风

一路高歌。未来如同变化无穷的魔棒，给人以前进发展的动力；未来就像催人奋进的号

角，给人以拼搏向上的信心。

有人创造未来。执著于创造未来的人，他的生活的内容就变得更加诗意盎然。也许

这就是未来的魅力所在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未来在创造者的心中

越来越现实。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从司马迁横遭宫刑之苦而

矢志撰写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到中国倡导市场经济第

一人的顾准在“文革”中忍辱含垢，“用鲜血作墨水”而记下的《顾准文集》；从华罗庚“初

生牛犊不怕虎”向苏家驹挑战，到陈景润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璀璨的

明珠；从李冰的都江堰，到今日“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三峡水库；从毕昇的活字印

刷，到北大王选开创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科学技术，抛弃了

创造，也就扼杀了未来。高尔基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我要说：“未来的魅力更在于创

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断创新，也许这就是未来的魅力所在吧！

对于未来的思考，人类从未停歇。只有热爱生命的人，才梦想未来；只有不甘落后的

人，才开拓未来；只有矢志不渝的人，才创造未来。未来不是空想，她是神秘美丽的梦，只

要我们对未来的那颗心不变，遥远的未来就不再遥远。

唯见荷花红碧塘

005



写作指津
郧粤韵运粤韵 再陨蕴哉晕宰耘晕 载陨耘在哉韵 在匀陨允陨晕

写作指津

从整体看，本文结构模式化。引论部分提出中心论点“未来，永远值得人们去思考，

去探索”，本论部分提出三个分论点“有人梦想未来”“有人开拓未来”“有人创造未来”，

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地对中心论点进行分析论证，结论部分用“只有热爱生命的人，才梦

想未来；只有不甘落后的人，才开拓未来；只有矢志不渝的人，才创造未来”一句总结本论

部分的三个层次三个分论点，“未来不是空想，她是神秘美丽的梦，只要我们对未来的那颗

心不变，遥远的未来就不再遥远”归纳中心论点，照应开头。再从局部看，也有模式化的特

点。以第二段为例，段首摆出论点“有人梦想未来”，第二句“敢于梦想未来的人，他的人生的

风景就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承上启下，由论点过渡到举例，然后列举鲁迅、周恩来、毛泽东

和马克思四个事例分析说理，最后用“未来的梦，总有一天能够实现！”强调论点，照应段

首。可见，《对于未来的思考》一文的结构在整体和局部都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

二、段落精短化

高考阅卷时间的短暂决定了阅卷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把握文章内容，及时发

现亮点，这就要求高考作文的段落要精致短小。相反，如果一个落段总是三四百字，甚至

五六百字，再加上考生书写不规范，网上阅卷电脑呈现不清晰，阅卷者把握段意就非常

困难。为此，段落设计最好精致短小。在高考议论文写作中，可以事例列举一个段落，道

理分析一个段落，而不必将事例列举和道理分析放在同一个段落里。

例文

生命因荫翳而绚丽

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

———列夫·托尔斯泰

花前·月下·柳七

武夷山下，那两棵伫立千年的苍柏依旧凝视着对方。群峦耸立，茂林修竹，小径深处

住着一位老者。他饱经岁月的沧桑，历经人生的磨难，但他依旧执著着，坚强着，面对阳

光前行着。

谁曾想过，初踏官场的他只因一纸厥词得罪了皇帝，被下旨降罪，“何要浮名，且填

词去！”他，成为了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柳永，你是一个人才，“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

堪，冷落清秋节”，这，是思念的境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忧愁的

境界。命运给了你足够多的荫翳，你却用它来制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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