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洪根老师嘱我给他的新书《高考满分作文探秘》写序。虽
然我与他认识并不早，但据他说，他曾经在 90年代参加过杭州
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考试，考的是我的导师郑择魁先生，考前还
和郑先生通过信，专业也考得不错，可惜后来因为英语没过关，
终于没有成为我的师弟。有这样一层渊源，这十多年我又在主持
浙江省高考作文的阅卷工作，所以，写这个序就有些义不容辞
了。
阅读这本《高考满分作文探秘》，我的读后感是，此书稿很有

实用价值。对于高三考生来说，如果掌握了书稿中的一些高考作
文写作要点，对应试来说，效果会很好。尤其对目前一些较少甚
至不进行作文教学的高中里的学生来说，如果能认真读一下这
本书，一定获益匪浅。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本来是题中之义。然而，我在

与一些高中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的接触中获知，有些学校很少
给学生讲作文课，布置的作文也不仔细批改。造成作文教学目前
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 1999年以
来的话题作文形式。那一年的全国统一语文考卷，在作文的注意
事项中第一次提出“除诗歌外，文体不限”。按我的理解，“文体不
限”的原意是希望考生能够采用更适合本人写作特长的某种文
体来撰写高考作文，但到了后来，许多人都把这理解成高考作文
不需要遵循任何文体规定。你不仅可以自由选择适合你的任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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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体，你也可以撰写不伦不类、不讲究任何规范的作文。所
谓文化散文（其实是随笔）在中学生中的泛滥，就起端于此。这样
一来，中学语文教师再给学生讲授文体规范，便成了一种完全多
余的行为。其负面效应，不仅是套话作文泛滥，还使得十几届高
中毕业生不知道文体规范为何物。
在这一现状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存在，这就是社

会对作文的认识。在很多人看来，高考作文只是一块敲门砖，获
得高分的目的，是为了考生能进入排名靠前的大学。这其实是一
种很错误的认识。在我看来，作文是一种很重要的素质教育。学
会用母语写作，不仅是为了高考得高分，更是让学生通过写作提
高整体素养，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因为，母语
写作从根本上说，是文化修养、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表达
能力的综合体现。文化修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是相互包容
的。许多人看重科学工作者的思维能力，但是对于表达能力，并
非人人都很重视。有人认为，理工农医方面的科学工作，研究者
面对的是物而非人，所以，表达能力并不重要。其实，不仅文科的
科研工作倚重研究者的表达能力，其他学科的科研也同样依赖
表达能力。所谓表达能力，是一个人把对外界的感受和理性思考
通过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方式传达给他人。在这一过程中，他
掌握的词汇量、对词汇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构词造句的能力等
等，对他的表达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这种语言表达
能力还制约着他的思维能力。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
素，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是说，人的思想是依赖着语言尤
其是母语进行的，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进行思维，尤其是深
层次的思维。所以，语言掌握得好坏，直接影响着思维能力的建
构和发展。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越强，他的思维能力也越强。
关于这一点，心理学科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其实，历史上许多
优秀的科学家的生平，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徐霞客、沈括、宋应星



等古人自不必说，现代以来中国科学史上闻名遐迩的重要人物，
诸如竺可桢、李四光、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钱学森等，他们不
仅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获得了杰出的成绩，他们的写作能力，也
都是超一流的。而这种写作能力，无疑帮助了他们的专业研究。
我们如果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高分进入一流大

学，而是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有更辉煌的创造，那么，让他
们中学阶段在母语写作上打下扎实的基础，就是非常重要的一
件事。中学应该以此为重点展开作文教学，而作为高考主办方的
出题和阅卷，也应该把高考中的作文考试变成引导学生学会和
学好写作的“指挥棒”。从近几年我省的高考作文的出题和阅卷
工作来看，主办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当然，教育部门还
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比如在教学要求上，强化作文的教学，
在出题的时候，明确文体的要求等等。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中学语
文教学向这个方向发展。
当然，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在让学生学好作文的前提下，教

学生一些高考作文的具体方法，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正是本书的
价值所在。我愿意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汇聚了郑老师心血的
高考作文考试指导书。
是为序。

2013 年 3月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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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一书以高考为基本目标，以培养高中

学生的创新思维、拓宽写作思路为基本要旨，以高考考试说明对

高中学生的作文要求为主线，以各类作文的写作训练、创新思维

点拨、优秀范文示范为基本方式，广泛借鉴，精心编写而成。

本书分两章编写。

第一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备考指要，根据高考考试说

明对作文的有关要求，结合自己多年指导学生作文的经验和高

考阅卷的体会，针对学生写作中容易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选择

了诸如审题、立意、内容、结构、语言等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需要

注意的技能要点，每个点结合高考试题和高考优秀作文，进行比

较详细的剖析和点拨，针对性、可操作性都比较强；又能促使学

生对作文命题的要求及特点能有清晰的了解，使学生对高考作

文有一个具体、可感的目标。

第二章是全书的特色部分———分类导写，里面分命题作文、

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三大类，每类呈现了二到三个作文题目的

导写，分为“题目设计”“立意指导”“参考例文”及“简评”等板块。

“题目设计”选取的材料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便于学生打开思路。

“立意指导”重点是分析、提供写作的多种立意角度，帮助学生在

文章的立意上求“新”求“深”。“参考例文及简评”展示同一个题

前 言



目各种文体的精美范文，促使学生掌握各类作文的基本写作技

法，从细微之处感受各类作文的特征。同时这些作文都是笔者的

学生所写，便于高中学生学习，从中也可以增强自己的写作信

心。

本书的阅读对象为高中各年级学生，也可用于高中语文教

师用作指导学生作文时参考。

本书直接为备考服务，愿考生能从中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

东西。

郑洪根

2013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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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

第一节 考点要求

（一）基础等级
1．符合题意
2．符合文体要求
3．感情真挚，思想健康
4．内容充实，中心明确
5．语言通顺，结构完整
6．标点正确，不写错别字
（二）发展等级
1．深刻
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观点具有启

发性。
2．丰富
材料丰富，论据充实，形象丰满，意境深远。
3．有文采
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手法，文句有表现力。
4．有创新
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有个

性色彩。
（注：根据 2013年浙江省高考考试说明）

备考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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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

第二节 备考指要

（一）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走出作文审题的“六不”误区

考场作文的第一步自然是审题，而审题的准确与否，将直接
决定作文的成败。人们常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来形容审题之
重要。作文时如果能够通过审题领会命题人的出题意图，准确地
把握题目的要求，从而能恰当的确定文章的体裁、选材范围、写
作重点以及写作方法等，就能为写好作文提供可靠的保证；反
之，如果摸不透命题意图，拿不准题目要求，信笔写来，就会偏离
或曲解题意，甚至南辕北辙，写出的文章肯定要失败。所以，审清
题意至关重要。它需要正确地把握试题所涵盖的审题立意的角
度、主要内容、中心、文体、字数等等要求。正因为如此，它在应试
作文中所占的分值比重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实际应试作文中，
有下面审题的“六不”误区需要避免。

一、文体不辨
应试作文中，如果作文题后的要求中已明确规定了文体，自

然不存在辨析该用什么体裁来写作的问题，但如果未作具体要
求，则必须认真仔细地分析，以防出现文不对体的现象。
命题作文中，有不少标题都会出现标志性的文字，可根据这

些标志性的文字来辨析文章的体裁，如有“记”“忆”“传”“怀念”

备考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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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

“难忘”等字眼或涉及的是人、事、物、地点、时间、场面等的一般
适合写记叙文，如 2008 年天津的《人之常情》，2009年山东的
《见证》，2009年重庆的《我与故事》等。有“谈”“论”“小议”“说开
去”“说”“斥”“驳”“有感”等字眼或涉及抽象的概念、道理、问题、
主张等的一般适合写议论文，如 2005年北京的《说“安”》，2006
年湖南的《谈意气》，2007年上海的《必须跨过这道坎》，2008 年
广东的《不要轻易说“不”》，2009年江苏的《品味时尚》等。有
“赞”“抒怀”等字眼或使用比喻、象征等方法而情感性比较浓郁
的一般适合写抒情文，如 2005年天津的《留给明天》，2007年江
苏的《怀想天空》，2007年湖南的《诗意地生活》，2007年安徽的
《提篮春光看妈妈》，2007年江西的《语文，心中的一泓清泉》，
2008 年安徽的《带着感动出发》，2008 年浙江的《触摸都市》等。
有“介绍”“自述”等字眼的一般适合写说明文等等。当然，这些都
是一般规律，题目与文体的规律不是僵死的，我们应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有些考生不明白这些，以致于乱猜一气，失误就在所难
免了。

二、题眼不明
即便从标题中弄清楚了要写的文体，但是应试作文的题目

中往往已经暗示考生重点写什么。我们常说“由题辨眼”，即从题
目中弄清楚写作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题眼”。有不少考生在
审题时，忽略了题目中的这些暗示，结果，写出的作文偏离题目
要求。如 2009年福建的高考作文题目“这也是一种 ”，这种
不完整的补充式的半命题，其中心就在于考生补充齐全的部分，
如“这也是一种高尚”“这也是一种进步”“这也是一种爱”……，
它们的审题重心就在“高尚”“进步”“爱”。当然限制性词语“也
是”也很重要，要注意它的言下之意，它隐含着一种“新解”或“别
解”，如果写“这也是一种爱”，那么你就要考虑你所写的那种
“爱”表现不一样，比如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

备考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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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

种“痛心之爱”，父母对小孩跌倒在地大哭而不理不睬、任其自己
爬起来的那种“狠心之爱”，老师对学生恨铁不成钢而冷言冷语
刺激的“苦心之爱”，等等。但是那年的很多考生没有注意这些暗
示，结果作文分数不高。

要克服这种毛病，关键是要抓住题眼。一般地，题眼总是处
于题目的逻辑重音位置上，也就是我们在默念题目时，自然感觉
到的那个最响亮的字眼，如《妈妈，你不能这样》，中心词是“不
能”，那么重点是要表现“为什么不能”。

有的同学认为材料作文没有“题眼”，这是一种误解。材料作
文也是有“题眼”的，它的“题眼”就是所提供的材料的中心内容。

三、材料不看
有些考生在审题时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醒目的就是主要

的，不醒目的就是次要的，厚“此”而“薄彼”。对于提供材料的话
题作文和命题作文，认为作文要求中已经有作文的话题或标题
了，那么材料就是可有可无的了，于是置提供的材料于不顾。同
样是材料，在话题作文中，所附的材料，在于引出作文的话题，起
提示话题内容的作用；而在命题作文中，所提供的材料对作文内
容的限制比较大，提供的写作角度比较少。所以提示材料不是可
有可无的，它既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限制，可以帮助你理解与
拓展，提示文章的写作思路、写作范围和素材选择等，需要我们
认真阅读，仔细揣摩。

如 2009年北京卷的作文材料和命题：
有一首歌唱道：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

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向远方。
请以“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作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除诗歌外，题材不限。
阅读此题时，首先应“读”出引题中的四句歌词与“我有一双

隐形的翅膀”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引题中四句歌词实际上是

备考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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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

界定出“翅膀”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可以“带我飞”，可以“给我希
望”，可以“飞向远方”。张韶涵的原词很长，命题者在其中精心摘
选了四句，且将原作中的“飞过远方”改作题干上的“飞向远方”。
这样精心的修改，显然更契合高中毕业生的内心状况。阅读题干
后，明确引题材料与具体写作要求之间的“关系”，关键词“翅膀”
的基本内涵和意义便清楚了。题中的“翅膀”，是一种不断引领
我、促动我、帮助我走向前方、获取成功的力量。如果命题删掉引
题材料中的 5个句子，不但题目显得突兀，而且“翅膀”的基本内
涵就混沌模糊了。
再比如下面一个作文材料和命题：
暑假，我们可以放下课本，背起行囊，行走四方，过一种别样

的生活———读自己爱读的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努力实现“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请以“带一本书去旅行”为题写一篇
作文。

提示材料提示我们，暑假了可以去过一种别样的生活。这种
生活是怎样的呢？读自己爱读的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努力实
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揣摩一下命题者的意图，就是
倡导学生过一种别样的暑期生活，那就是与书香为伴，带着书旅
行。

提示材料还限制了文章的选材，文中的“书”和“旅行”应该
是实实在在的书，这从提示语中的“放下课本”“读自己爱读的
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文字中可以看
出。从提示语中的“暑假，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出这是倡导，
可以是畅想将来，也可以回忆过去。它是一种愿景，文章应该让
别人知道旅行与书为伴有何益处。
所以，考生在面临既给材料又给题目的作文时，忽略哪一方

面都是不切题意的，必须要二者并重。
四、要求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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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满分作文探秘

这种误区是只重题目，不顾要求。我们知道，要求是对文章
的限制性文字，一般有表达方式、文体、字数等方面的要求，考生
因审题不周，忽略要求，结果写好的作文不尽合题意，这种情况，
在高考阅卷场上也是时有所见的。

如 2009年江西卷作文题：
今年 3月 25日，在国人的强烈反对声中，佳士得拍卖行仍

将圆明园非法流失的兔首、鼠首铜像在巴黎拍卖。某艺术公司总
经理蔡铭超高价拍下这两件文物，但事后拒绝付款，造成流拍。
对此，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称其为民族英雄，有人认为这是恶意
破坏规则，还有人认为……你对蔡铭超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请据
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1）必须写议论文；（2）题目自拟；（3）立意自定；（4）所

写内容必须与给定的材料相关；（5）不少于 800字；（6）不得抄
袭，不得套作。

如果按照习惯驱使，以为还是“自选文体”的话，就会出现文
体不合要求的毛病了。另外第四条要求又明确规定了必须对蔡
铭超的行为谈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又会有偏题离题
之嫌了。

五、角度不准
有的考生在审题时，对题意的把握不够准确，着眼点、思考

点有误，人称使用不当，或角度弄错。
如 2012年重庆高考作文题的审题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分

析：一是工人角度，从道德价值的层面，有“尊重、友爱、友善、关
爱、关怀、文明重礼”等含义的理解；从方法论层面，有“坚持”的
含义。二是保安角度，从道德价值的层面：有“细心、回报、关心、
善良”等含义的理解；从方法论的层面有“智慧、细致、小中见大、
细节决定成败”等含义的理解。三是工人与保安之间有一个因果
关系在里面。因为有工人每天的问候（理解、尊重、关爱、友爱、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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