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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题目不会下笔拿到题目不会下笔

本期主持人：

董恩婵董恩婵（（北京宏志中学北京宏志中学））

本期话题：

有的学生在考场上看到作文题目会大脑空白，不知该如何下笔。针对

这个难题，笔者建议，考场上考生可先按顺序进行以下思考再动笔：审题、

选材、考虑叙事结构、活用写作手法。

阅读《万千声音纳于耳》这篇文章后，你知道了随着外部世界声音的大量涌入，会让你对外部世界形成一定认识。但有时，

你是否发觉心底声音的存在？你认真听这种声音了吗？它又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让你产生了怎样的思考？根据你的

理解，请以“流淌在心底的声音”为题，写一篇涵盖以下条件的文章：（1）可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也可用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

（2）要有描写。（3）可发生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

考场写作沉着谋篇冷静布局

考场写作的第一步一定是
认真审题。虽是命题作文，但背
景材料不可忽视，考生要仔细阅
读，分析材料和命题之间的关系，
圈画关键信息，从而获取对文章
标题的深层理解，准确把握题意。

本题中，由背景材料的前两
句我们可以区别两个概念“外界
声音”和“心底声音”，从第二句句
首的转折性关联词“但”可以知
道，关联词之后的内容——“心底
声音”才是强调的重点、命题的指
向；材料的第三、四句进一步明确
命题指向并对下笔的切入点进行
了一定提示：“你认真听这种声音
了吗？它又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或者让你产生了怎样的思
考？”考生可以自选切入点，也可
以选择材料提示的点来表现。如
果不仔细阅读并思考背景材料句
子间的逻辑关系和句子的深意，
选择“外界声音”作为表达重点，

就会导致文章出现跑题现象。
再来看给定的命题“流淌在

心底的声音”。本作文命题运用
了修辞手法，具有抽象性，给考生
审题带来了一定难度。仔细推
敲，“心底的声音”应该指的是内
心发出的或虽来自外界但长久
存在于心底的某种想法，它总以
声音的形式影响着主人公。“流
淌”汉语词典解释为“液体流
动”。该动词常用于描绘安静的
或有悦耳声音、持久流动的细细
水流。结合对两个概念的理解
可以知道，本命题要求写一篇像
小溪流淌一样久久萦绕于心头
的某种或滋养灵魂或催人奋进
的内心想法，或者虽来自外部但
已经内化成一种萦绕心头对自
己有积极影响的声音。那么，考
生如果选择表现外界声音、频繁
变动或一瞬间的想法、消极的和
错误的想法就不切题了。

要使文章鲜活生动，考生就
一定要有意识地将课堂上学到的
各种艺术手法运用到写作中。注
重细节描写，既可以充实文章内
容，使其生动有趣、吸引读者；又往
往可以以小见大，画龙点睛。除了
细节描写，学生还可以尝试综合运
用多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使文
章增强可读性，为作文提分。

如学生颜于珊的这篇例文：
风依然盘旋着，时而翻涌着咆哮
而来，落红无数。【运用景物描写
和象征手法，突显逆境中“流淌在
心底的声音”对“我”的重要意
义。】我却不会再恐惧，因为我懂
得了直面内心那个恐惧的角落，
倾听那流淌在心底的声音。当我
推开抵挡狂风的小窗，与之斗争，
狂风亦会被我征服。

声音细得像一拉即断的丝，
眼神惊慌地瞟向四周……我总因
为紧张过度而演讲失败，渐渐形
成难以突破的心理枷锁。【运用两
个比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自己

的紧张情绪和由此形成的心理障
碍。】直到那次道德与法治演讲
——铃声像往常一样响起，我想
自信地开口，可巨大的恐惧再度
笼罩。“唉，像往常一样赶紧说完
吧。”我暗暗沮丧。可同时，一阵
强烈的不甘袭来：难道我真的无
法突破自我？恍惚间，我进入了
内心世界。【运用插叙，采用回忆
的手法引出那个来自心底的声
音，使文章有了波澜。】

烛光颤抖着发出微光，另一
个我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一扇
小窗隔绝了外界的狂风。忽然，
内心传来一道声音：“你一直以为
这扇窗在保护你，却忽视了它其
实也在束缚你，放大了你的恐
惧。”声音温柔低回，“相信我，只
要推开窗，你会发现，狂风并没有
那么可怕。”我来到窗前，回想起
为演讲尽心竭力做准备的那些日
夜——我查遍了能找到的所有资
料，反反复复地打磨稿件，关上门
一遍遍地朗声练习，调整哪怕不

易被听众察觉的细节……再次功
亏一篑吗？不，绝不！我猛地推
开了窗户。【运用插叙，比拟、比喻
的修辞手法和场面，心理、动作等
多种细节描写，使文章细腻生动，
极富感染力。】

思绪飘回班级。【收放自如，
过渡自然，营造了波澜起伏的效
果。】我紧握拳头，以洪亮的声音与
狂风对抗，并将所有演讲中的重点
表现得淋漓尽致。热烈的掌声是
对我冲破束缚的鼓励与赞赏。

面对恐惧时，静下心认真倾
听流淌在心底的声音吧。只有如
此，才有勇气推开窗户——原来，
风并没有那么大。

总之，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写
出一篇紧扣题意、中心突出、生动
形象的优秀考场作文，需要考生
在日常学习中有针对性地多加练
习，厚积薄发。同时，考生在考场
上要沉着冷静，认真审题，仔细谋
篇布局，思路清晰地表达出心中
所想，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多手法运用 增色文章

叙事清楚是最基本的写作能
力，初中生写作时首先要能把事件
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突显中心。

受篇幅所限，考场作文要尽
快入题，亮明中心，避免啰嗦、晦
涩。除此之外，在本考题中，学生
可以在文章开头、文中和结尾多
次出现这个声音，产生一线穿始
终、首尾相呼应的效果，也能时时
点题，紧扣中心。

如学生孔子墨的这篇例文：
落日的晚霞洒在天空，一张

张草稿散落在地上，外界的一切
喧闹静止，仔细倾听心底的声音。
【简洁明快，首段引出正题。】

在安静的教室里，同学们奋
笔疾书，屋子里都是沙沙的写字
声。而我正愁眉苦脸，被一道数
学题缠着。我并没有过多思考，

草草几眼扫了遍题后，便自信地
作答，可越写越自觉不对劲，这道
题解不出来呀！我又试了好几种
方法，可依然没解出来，我甚至开
始怀疑是题目出得有问题。我越
写越急躁，笔尖折了，满头是汗，
还是没解出来，真令人懊恼。

这时，仿佛有人提醒我要“平
静心态”。我慢慢静了下来，呼吸
变得均匀，仔细地去留意，倾听
它，慢慢才理清思路仔细看题。
我突然眼前一亮，提笔下书，难题
很快就解决了，但那个声音却久
久不散。【详写一件事，表现“心中
的声音”是什么、它产生的情境和
对自己的影响。】

之后，在处事时，我总能听到
那个声音，在紧急的情况下，有了
那个声音，难题总是能迎刃而

解。【略写“心底的声音”对自己的
持续影响，紧扣“流淌”一词。】

我想，内心的声音也不一定
是外部存于身体的声音，它可能
是一次提醒、一种直觉、一个坚定
的信念。在你犹豫时，它会帮你
选择最好的；在你害怕时，它会给
你最大的鼓励；在你伤心时，它会
安抚你忧伤的情绪。所以，当你
无助时，请平静心态，去好好地聆
听内心的声音吧！【最后一段，作
者进一步阐发自己对“心底声音”
的理解和它的作用，呼应前文。】

例文中，第一段快速入题，从
开头到结尾，“心底的声音”多次
出现，营造了一唱三叹、余味悠长
的艺术效果，文章选材和结构安
排一详一略，点面结合，准确体现
题目内涵。

叙事清楚 突显中心

理解了题意后，考生需要像
统帅检阅部队一样，快速“检阅”
自己大脑中的素材“部队”，筛选、
确定与题目相关的素材，明确自
己想要通过此素材传达什么基本
观点、态度、情感和意图，也就是
确定文章的中心。

在切题的基础上，考生可选
择自己最熟悉、写起来最得心应
手的素材，并围绕中心裁剪素材，
大胆舍弃不利于表现中心的素
材，对有益于表现中心的素材也
要分清楚主次，最有利于表现中
心的材料重点叙述，不能想到哪
儿写到哪儿。为了避免出现失
误，很多考生会选择自己平时练
过的素材，但是一定要对素材进

行加工、取舍，不要原搬照抄，以
免出现“硬伤”。比如，有的考生
直接生搬父爱母爱的素材，用长
辈关爱的行动代替内心的声音，
就是很明显的生搬硬套，不合题
意，也影响了对中心思想的表达。

文章要想得高分，选材和立
意需要把握“人无我有，人有我
新”的原则，在切题的基础上，考
生争取写独家素材，或选择新颖
的立意角度，让自己的文章脱颖
而出。但是要注意立意新颖要以
立意积极为前提，具体到本题目，
不能把父母日常无休止的唠叨、
自己久久积压心中的不满情绪，
甚至蓄谋已久的罪恶念头等作为
标新立异之处。

围绕中心 精选内容

这是一道给材料命题作文，由阅读题《万千声音纳于耳》中“外部
声音”对人的影响引出区别于前者的“心底声音”这个命题，激发考生
对“心底声音”的感知和思考。

认真审题 领会题意

【试题回放】

【写作点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