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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初中学考·作文 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学生佳作学生佳作▶教师讲解教师讲解▶

故宫、人民英雄纪念碑、香山、居庸关、卢沟桥、漕运码头……坐落在北京中轴线或文化带上，成为北京的文化标志。

胡同古镇、奥运场馆、美丽新农村……同样富有文化内涵。漫游北京，寻古访今，可以丰富见闻，开阔视野，感受真善美。

请选择你熟悉的地方，写一篇游记，题目自拟。

20242024年初中学考北京卷作文题目一年初中学考北京卷作文题目一

2024年初中学考北京卷作文题目一以“漫游北
京”为话题，从传统地标和现代地标两个维度引领学
生写一篇游记，表达自己对北京文化的独特感受。
该题审题立意时，考生要兼顾材料要求和文体特点
两方面内容。

作文题的提示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
部分指向“坐落在北京中轴线或文化带上”的传统意
义上的北京文化标志，如“故宫”“人民英雄纪念碑”

“香山”“居庸关”“卢沟桥”“漕运码头”等。顺着题目
列举的思路，我们还可以写到天安门、八达岭长城、
颐和园、天坛、先农坛等地的游记。第二部分指向

“同样富有文化内涵”的现代北京的文化标志，如“胡
同古镇”“奥运场馆”“美丽新农村”等。顺着题目列
举的思路，我们可以写到胡同新貌、大栅栏、古北水
镇、鸟巢、水立方、首钢园区等地的游记。题目提到
的地点，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考生要
善于观察生活，挖掘身边景物中的趣味，表达个性化
的体验和独特思考。

从文体特点上看，该题目要求“写一篇游记”。
游记是记录旅行中的见闻、经历、感受的文学体裁，
往往包括“所至”“所见”“所感”三大要素。“所至”即
游览的踪迹，往往用记叙的表达方式记录自己的游
踪；“所见”即见到的景物，往往用描写的表达方式描
绘景色；“所感”即独特的感受，往往用抒情、议论的
表达方式抒发思考感悟。一般来说，游记以记叙为
主，同时会综合运用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表达方
式，从而更加灵活地描绘所见之景，表达自己的独特
体验和思考感悟。

考生可以从“所至”“所见”“所感”三个角度展开
构思。围绕“所至”勾勒出游踪的变化，进而综合运
用多种手法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此基础上
抒发自己的“所感”。考生可按以下思路展开构思。

感悟风景 写好游记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杨海龙

清晨，伴着一缕晨光，我来到了
北海公园静心斋，阳光透过树叶的
缝隙洒落在我身上。抬头望向静心
斋的古色大门，我仿佛触摸到古朴
的旧时光。

走进静心斋的大门，迎面是一座
前后临水的大殿。殿前有一个长方形
池子，池中的水清澈透明，宛如明镜，
因此得名静清斋，后又更名为静心
斋。游览静心斋可以从两侧的长廊绕
行，我顺着右边的长廊行至后院，精致
的古典园林映入眼帘，叠石嶙峋，水声
潺潺。我用手抚摸着石头，仿佛还能
感受到穿越历史的清冷气息。

再往前走，就来到了抱素书屋和
罨画轩。这是清代皇帝和皇子们休
息读书，听琴品茶的地方。其中罨画
轩是静心斋内观景的最佳处所。罨
画意为色彩鲜明的彩画，其右侧沿山
而建的半壁爬山廊，名为“读画廊”。
只可惜，这里禁止踏足了。顿足细
观，我念着墙上乾隆皇帝的题诗：“来
凭罨画窗，读画隔相对。”果然，凭栏
而望，四周皆是美景：苍翠欲滴的青

松，刚劲挺拔的翠柏，重峦叠嶂的假
山，精雕细琢的花窗……从远处望过
来，人在景中游，不禁让人感叹：“看
者原为画里人！”

不远处，人们听着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者讲解。我也凑上前去，来到韵
琴斋。老者说：“其实当年乾隆皇帝在
这里听到的可不是普通的琴声，而是
水从静心斋大殿后面沁泉廊下的滚水
坝流过时，发出的清脆悦耳的声音。”
我也尝试着侧耳聆听，果真，欢快的流
水声相互碰撞着，时而急促，时而悠
扬，奏出了天籁之音。不知不觉地，我
竟然聆听了很久。

听完大自然的琴音，我一路从沁泉
廊往西走，就来到了园内最高建筑——
两层楼的叠翠楼。它接连着沁泉廊，
在此楼登高远望，北海景色尽览眼
底。我凭栏远眺，眼前一下子就豁然
开朗，满目湖光山色，白搭掩映其间，
好一幅秀丽的山水画！微风拂过，带
来丝丝凉意。我一寸寸看过精雕细琢
的建筑，不禁感叹“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知道当年在这

园中游览的王公贵族，有没有想到有
一天平民百姓也能游览这“园中之
园”？难怪辛弃疾登上北固楼会感叹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
滚流”。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见证着
朝代更迭，历史变迁。

走出静心斋，我眼前还浮现着
历史的画面，耳畔仿佛还传来潺潺
的水声，心中还激荡着悠远的历史
情思。

徜徉于静心斋，的确能够让人静
心凝思，久久不能忘怀。

点点 评评

这篇游记结构精巧，由浅而深地
记叙了游览静心斋的所至、所见、所
感。小作者从视觉和听觉两个角度依
次描绘了临水大殿、抱素书屋、罨画
轩、韵琴斋、沁泉廊，由浅而深地抒发
了对建筑者鬼斧神工的赞美和对朝代
更迭的感叹，立意深远，耐人寻味。此
外，小作者抓住静心斋景物的不同特
点，从多个感官、多个角度细致描绘眼
前所见、心中所感，语言生动细腻。

游北海公园之静心斋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学生 王志浩

所至

1.故宫：午门→
三大殿→东西
六宫→御花园

2.香山：老树林
→玉华岫→香
雾窟→香炉峰

3.南锣鼓巷：胡
同主街→雨儿
胡同→老舍故
居→烟袋斜街

所见

红墙琉璃瓦、屋
脊神兽、对称的
建筑风格、精美
的珠宝钟表、风
格迥异的御花园

漫天的红叶、清
新的空气、青翠
的松树、曲折的
山路、古色古香
的建筑、遥望繁
华的现代北京

文 艺 风 格 的 店
铺、宁静古朴的
胡同生活、熙熙
攘攘的人群、地
道的北京小吃

所感

庄严神圣的色彩
搭配、皇家宫殿的
大气华贵、古代匠
人的精巧手艺、建
筑背后的文化

内心的宁静、坚劲
的品格、攀登的快
乐、历史的厚重、
北京的发展

在店铺中寻觅的
惊喜、对亲切胡同
生活的喜爱、胡同
的新发展、北京小
吃所体现的老北
京人“乐天”品格

恭王府研学记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学生 柏卿璇

趁着天空湛蓝，伴着秋日的暖阳，
我和小组同学相约来到恭王府，开展
主题为“福地洞天”的研学活动。

步入恭王府的大门，脚下是块块青
石、条条小径，眼前是藤蔓交织、古树苍
劲，耳边是鸟鸣清脆、蝉声阵阵……其
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蝠窗”。一扇扇
精美的雕窗刻镂出蝙蝠的形状，可见主
人对“福气”的追求。据说，恭王府里一
共有 9999 个“蝠”，加上著名的“福字
碑”，共计一万个福。我和同学们贪婪
地给每一个蝙蝠形的雕窗拍着照，想着
也沾一沾这“万福之园”的福气。

伴着阵阵微风，我们直奔恭王府
“三绝”之一的西洋门。树影摇曳下的
西洋门端庄大气，上面雕刻着精美的
花纹。抚摸着西洋门的精美雕花，丝
丝凉意透过手掌传至内心，使我的内
心也愈加宁静。“看，那是楷书吧？”“我
觉得是行书，你看呢？”顺着同学的手
指，我看到西洋楼上刻着的“静含太
古”。“这是不是说像天地之初那样宁

静？”同学说道。我若有所思地点点
头。是啊！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古以
来，多少文人墨客追寻着内心的宁静，
可是又有几人真正追寻到了呢？

穿过西洋门，我们来到秘云洞。
这里是我们此次研学的重要目的地，
因为这里有包含着“多子、多才、多田、
多寿、多福”的“福字碑”。据说，这一

“福”字是康熙皇帝为孝庄皇太后所
写，被和珅秘密刻成碑，藏在这洞里，
祈求福寿双全。可惜，这一方碑刻并
没有保佑和珅福寿双全。和珅早已被
财富欲望蒙蔽了双眼，忘记了“福气”
是来自内心的充盈！

行走于恭王府中，不知为何，我的
心中一直回响着诸葛亮对儿子的告诫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倘若人被富贵迷住了双眼，纵使
在府中珍藏再多的福，也难以获得真
正的福气啊！

走出恭王府，仰望这秋水长天，我
的内心多了一份对“宁静淡泊”的坚定。

点点 评评

本篇游记游踪清晰，构思巧妙。从
面对“蝠窗”时“想着也沾一沾这‘万福
之园’的福气”，到西洋楼看到“静含太
古”时对“宁静致远”的思考，再到触摸

“福字碑”对“福气并不来自外物”的思
考，小作者一波三折地写出了自己的独
到感悟。此外，小作者在记叙和描写的
过程中融入了精当的议论，表达出自己
的思考感悟，立意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