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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是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是高考语文高分的

关键，是踏入社会寻找工作的钥匙。因此，作为语文老

师，作文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议论文是

考试中、生活中最常见的文体，所以我们的老师费尽心

思、尽心尽力教学议论文写作，但学生却无法获得高分[1]。

为改变教师事倍功半的作文教学现状，减轻教师与学生的

负担，让学生在高考中获得高分，笔者认为师生应该回归

部编版语文教材，品读鉴赏，寻找议论文高分的有效总途

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2]。

一、吃透文本，积累素材

荀子在《劝学》中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

渊，蛟龙生焉。”古代先贤强调了学习中积累的重要性，这

体现在作文的写作上尤其突出，但阅历甚少，又不爱看课

外书的学生从何积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吃透与我们接触

最多的教学文本。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所以吃透部编

版语文教材，特别是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它们是我们积

累作文素材的最好来源，是我们成就美文、言中有辞，言

中有思，言中有旨，获得高分的优选之径[3]。

那么，要怎样吃透部编版语文教材呢？笔者认为应该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多读文本，对于多数好的文句、诗词最好是熟

读成诵，达到能直接引用文本的目的。对于什么是好文

段，好诗词？笔者通过分析教材得到这几个信息，就主旨

来说言近旨远，能够用浅显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表达

真挚的情感，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就写人来说能够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相结合，

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

是死掉了，”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

视淋漓的鲜血。”把英雄的细节描写和英雄的共性相匹配

来写，相得益彰。就写景来说能够抓住景物的特点来写，

如郁达夫《故都的秋》“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

静，来得悲凉”。就语言来说，注意词性，精准描写，如

“便去包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

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

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这

句话的11个动词就用得很精妙，塑造出林冲谨慎小心的性

格；语言之二是句式，长短句或者整散句，让文段有整饬

或参差之美，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听说，她，刘和

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语言之三是修辞，如王安石《桂

枝香·金陵怀古》“千里澄江似练”。所以积累好的文句、

诗词很是重要[4]。

其次，梳理整合记忆文本所涉及的所有故事，如《鸿

门宴》可以记忆主人公项羽、刘备的故事、更不能落下司

马迁的故事，于是我们就多了两个甚至更多个素材：如“不

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的后果”的主题可用故事一：鸿门宴

上项羽不听亚父之言，不从亚父之记，刚愎自用，意气用

事，放虎归山，导致楚的大好局势的葬送。“善于听取他人

的建议”的主题可用故事二：《鸿门宴》中，刘备遇事不急

不躁，能听从张良的计策，尊重项伯的安排，甚至还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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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的建议，依靠众人的力量成功脱身，这是他走向成功

的第一步。

第三，要结合作家经历，写作背景来理解文本，达到

融合主题使用文本的目的。如写“以国家利益为先，个人

利益在后”和“价值观的选择”的主题则可以围绕《苏武

传》结合苏武和司马迁的经历，一个为国忍辱负重他国十九

年，一个为李陵直言遭受没有人性的宫刑，他们为了国家

利益都选择坚强地活下去。这样书本和作者就完美结合起

来了[5]。

第四，善思。善于思考，才能在作文中有所创新。因

为素材是死的，但作文话题是活的，唯有善思的人才能把

材料用活，如果固定某一个素材只能用在某一个主题里

面，那么你早晚会遭遇没有素材可用的尴尬局面。要打开

自己的思维，拥有“横看成岭侧成峰”思维方式。如项羽

的故事用的人很多，但都局限于性格方面，某次作文练习

主题是“你所想并不一定是他人所要”，班上就有学生有所

创新说：“范增一心想辅佐项羽夺天下，可是范增所想，并

不是项羽所要，范增想的是天下、是江山。而项羽要的只

是自己的自尊，要的只是天命，所以他不选择东山再起，

而是自刎乌江。”学生把一个老素材用新了，用旧坛装出了

新酒，这正是平时善思的最好收获。善于思考，给你一个

春天，你却可以从中收获四季，给你一木，你却能看到一

生，给你一草，你却能看到整个天堂。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作

文要想拿高分，先从积累入手，积累要想深厚，从读透文

本开始，只要你喜欢读书、常常诵文，不断记忆，理解文

本背景、总结主题，善于思考，那么你积累的素材正从涓

涓细流汇入滔滔江海，再推而广之积累身边的、新闻的、报

刊的素材，则高考考场上可用的作文素材则会浩如繁星[6]。

二、素材归类，贯穿五结合

《不持有的生活》教我们如何做到极简的生活方式，

而它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生活中应及时分类，分类可以节约

我们大量的时间，使我们的工作最大效益化，当然，作文

素材的分类对于莘莘学子紧张的高中生活的来说，好处更

是数不胜数。那么素材怎么分类会更好记忆，更方便使用

呢？首先，我们思考分类原则是什么，这就不得不研读《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修订版），知晓教育的三大问

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知晓

语文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是“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

与品质”“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解锁作

文归根结底就是考一个大大的“人”，如何把这个大大的

人写好，关键在于作文素材，所以素材的分类在于“人”

的分类，基于以上原则，笔者以“德智体美劳”为外化、

以“科教文卫体”为分类总结归纳古今中外人物故事，同

时关注环境、军人、哲学和典型小人物的故事，当然，《感

动中国》也是一个很好的作为素材基石。如科学家我们可

以整理出张衡，茅以升、于敏、袁隆平、屠呦呦、彭士

禄、钟扬、神州团队、......教育行业我们可以整理出孔子，

苏轼，蔡元培、梅贻琦、张桂梅、刘秀祥……文化类的我

们可以整理出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单霁翔、常书

鸿、樊锦诗、叶嘉莹、泰戈尔……卫生类的我们可以整理

出张仲景、李时珍、钟南山、陈薇、张定宇、吴孟超、顾

方舟……体育类的我们可以整理出刘长春，许海峰、陈镜

开、中国女排、苏炳添、......环境类我们可以整理出塞罕

坝团队，石光银、毛乌素团队……军人类类我们可以整理

出霍去病、卫青、辛弃疾、岳飞、文天祥、林则徐、杨根

思、宋阿毛、张富清、陈祥榕……哲学类我们可以整理出

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王国维、释迦牟尼、

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冯友兰……典型小人物我们

可以整理出焦裕禄、张秉贵、王继才、王仕花夫妇，黄大

发……

其次得考虑素材的配合使用情况，笔者认为一篇文章

在使用素材上应包含以下几方面：一、古今结合：古代的

事例和现代的事例相结合。二、中外结合：中国的事例和

外国的事例相结合。三、正反结合：正面事例和反面事例

相结合。正面人物素材是论点的有力证据，而反面人物素

材在说理上增加的思维的广度。四、详略结合：事例的详

写和略写相结合，五、大小结合，大人物和小人物的相结

合。当你能在文章中熟练地运用素材、并贯穿“五结合”的

方法，那我们的文章就会饱满、说服力强，在高考作文中

脱颖而出，获得高分。

三、以话画文，有法入境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诗画的最高境界，其实大

多数文体的最高境界也是文中有画，那么如何使议论文

具有画面感呢？笔者提出“以话画文”的作文理念，其中

“数字记录法”“长短句、整散句叙述法”“嵌入法”“话画

法”“哲理思辨法”“内心独白法”“一句话素材法”“古今穿

插法”“氛围渲染法”“诗歌编排法”“古文叙述法”“诗经

法”“对偶法”等方法帮助我们有法入境……接下来选几种

难一点的进行举例说明。

“数字记录法”：当一件事情里面暗含很多数字，我

们可以把数字具体呈现出来，给人一种精准的感觉，如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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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有这

么一句“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

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

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我们读出了兰考

的灾害严重，贫穷至极。学生则拿王继才、王仕花的故事

摹写为“一座岛（0.013平方公里），二个人，三十年，一段

爱国深情。王继才奉命守护‘开山党岛，守护中国的疆土，

守护中国的屏障，守住中国的完整。’”这里我们看到孤零

零的两个人，却看到完完整整的中国，震撼力直触心扉，

摹写很成功[7]。

“长短句、整散句叙述法”，长句使内容更加饱满，短

句使情感更加坚定；整句显得整饬有气势，散句显得参差

错落美。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听说，她，刘和珍

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

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们可以看出刘和珍去世后鲁迅

的悲痛之情和对反动政府的痛恨之意。学生拿烛之武的故

事摹写为“那夜，月光黯淡，天地苍茫，在晚秋的寒风中，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翁走向了敌军的军营，这一去，有可能

是国家的生，这一去，更有可能是个人的死。”学生用“长

短句”，“整散句”写出了烛之武的义无反顾的爱国之情和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凉。当然，在使用长短句和整散句

时，要注意还原原始镜头。精准、细致的描绘人物所处的

环境，通过想象罗列所有能表达情感的意象，营造诗意优

美的画面。

“嵌入法”，就是在句子中嵌入诗词，用上引用的诗

词，如欧阳修的《伶官传序》中：“《书》曰：‘满招损，谦

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引用

了《尚书》的经典句，使说服力更强。学生模仿着写了以

下几句：“他是拥有‘天下粮心’的袁隆平，一生追求‘禾

下乘凉梦，覆盖全球梦’；他是拥有‘嫦娥奔月梦’的孙家

栋，为了梦想毕生‘仰望星空至自头，仍向苍穹寄深情’因

为引用的使用，使得塑造的人物跟家的鲜明立体，饱满。

“话画法”，则是以话画文，文中有境。读者如入境。

如姚鼐《登泰山记》“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

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

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作者

用了词性和排比的手法把泰山的特点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如文段：“摇曳的灯芯，杂乱的发丝，浓稠的药汤，狭窄的

房屋，泛黄的被褥，嘶声的咳嗽，无一不在触动李密的内

心，他默念，陪侍祖母是这生不能退却的职责。”学生调动

感官，运用排比手法，从细节上营造出“祖母无臣无以终于

年”的现状，画面感极强。

“哲理思辨法”指的是运用哲学的基本原理解剖素材，

如大小相对，历史现在未来相关，正反相对，整体局部相

连，中外相系，量变质变，现象本质……如魏徵《谏太宗十

思疏》中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就用了发展的

理论。学生摹写“如果黑暗里没有光明，那我们就为自己点

灯，在逆风中把握方向，做暴风雨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

孤星……”则用了个体影响整体的观念。

“一句话素材法”则是把一个人的一生高度浓缩在一句

话中，如林万民的《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中高度概

括了张秉贵的一生“张秉贵22年来，没有对顾客发一次火，

红过一次脸，态度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学生摹写袁隆平为

“无论是“乡间一粒米。其情深于心”的“赤子”袁隆平。

亦是“以万民之福为己任，以万民之桃园为己心”的“无

私”袁隆平；或是“埋头喜看稻花浪，一生永为稻菽谋”

的“无愧时光”的袁隆平。”三句话高度的概括了袁隆平辛

勤奉献的一生。

……

“功在书内，效在法中”的理论学习和实际操练再结合

分类素材的积累，则让我们在写作文上有材可用，有法可

依。而以上方法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在交叉、融合出现的，

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文章的画面感、美感和透彻说理服务。

辛苦的高中语文老师当我们试着用以上方法来教学议

论文，你也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最初的教学目

的。怀揣梦想的高中学子当你们按照以上方法练习议论文写

作，你的文章会情理美兼具，作文高分不再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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