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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结构支架”梳理记叙文“备料”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冯淑娟 胡悦 张莉梅

记叙文是高考语文试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考验其观察生活、思考问题

的能力。因此，掌握良好的记叙文写作技巧对提高语文科目整体成绩至关重要。本篇，我们从记叙文的基本构成要素

出发，围绕记叙文结构支架，分享考场记叙文“备料”梳理的方法。

“递进式”结构，通常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顺
序、逻辑关系或重要性程度等原则进行排列，让故事
内容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逐步推进。此结构
支架如下图所示：

第1段：设置背景，点击中心词
第2段：初步发展，故事发展其因和人物登场
第3段：情节发展，设计人物（环境）的矛盾冲突
第4段：高潮部分，故事发展的转折，情感强烈
第5段：解决问题，给读者留下思考空间
第6段：总结全文，升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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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
真没想到

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会贴上精美的窗花来迎接
新的一年。而这些窗花背后的故事和寓意，让我意识
到剪纸艺术的魅力。（设置背景）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爸爸突然提议带我去
参观一个正在镇上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我
想：“不就是些老东西吗？”但脚步却不由自主地跟了上
去。展览馆内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从陶瓷到刺绣，每
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感。正当我准备快速浏览完
离开时，一旁传来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小姑娘，
来看看我们这儿的手工剪纸吧！”（初步发展）

转头望去，只见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老人正坐在
桌前，手中拿着一把小巧的剪刀。她看向我，眼神里
充满了慈祥与期待。“这有什么好看的？”虽然心中这

样嘀咕着，我出于礼貌还是走了过去。老人似乎看穿
了我的心思，微笑着说：“你知道吗？每一幅剪纸背后
都有它独特的故事哦。”（情节发展）

“故事”这个词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坐了
下来，老人说：“喜鹊登梅的故事象征吉祥如意。”老人
把一幅“喜鹊登梅”展开在我眼前，我仿佛看到了冬日
里雪后初晴，两只灵动的小鸟站在梅花枝头，相互依
偎的画面。原来小小的剪纸里竟藏着如此丰富的情
感！被深深吸引住的我决定尝试一下。老人说：“鱼
跃龙门非常有趣也很简单，你学着剪吧。”反复练习
中，我渐渐找到了感觉，当最后一刀落下，看着眼前栩
栩如生的小鱼儿仿佛真的要跃出水面时，一种前所未
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高潮部分）

临走前，老人送给我一本关于中国剪纸文化的
书，并鼓励我说：“孩子，你们才是传承这些美好事物
的关键。”这句话像种子般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回到
家中，我迫不及待地翻阅起这本书来，越读越觉得剪
纸文化是如此有魅力。（解决问题）

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竟能让我重新认识并爱
上这项古老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教会了
我一个道理：不要轻易给任何事物下定义，因为它们往
往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精彩。（总结全文，升华主题）

小结：此结构按照一定顺序安排内容，使文章条
理清晰，能够很好地抓住读者的好奇心。这种结构不
仅可以展现更多细节，还能更好地挖掘主题内涵，加
强作品的表现力。

“插叙式”结构是指在叙述主要事件过程中，暂时
中断主线故事的叙述，插入一段与主线故事有关联的
回忆、对话、信件等内容，用来解释当前情节中提到的
人物关系、历史背景或者是某个决定背后的原因等。
插叙结束后，再回到原来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进行叙
述。 此结构如下图所示：

第1段：开头氛围，环境描写（或设置悬念）
第2段：主线故事，交代起因，人物出场
第3段：情节发展，善用描写，突出情感
第4段：一次插叙，选择合适叙事时机
第5段：情节推进，深入描写主线故事
第6段：设计高潮，挖掘认识和感悟
第7段：结尾点题，情感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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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
触动

清明时节雨纷纷。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想起那
些与爷爷共度的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和家人一
起回到老家扫墓。路上，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整个世界
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开头氛围，环境描写）

“爸，你记得吗？小时候每到清明节，爷爷都会给
我们讲好多故事。”妹妹轻声问到，她的眼睛里闪烁着
对过往美好的回忆。“当然记得。”爸爸回答说。（主线
故事，交代起因）

妹妹的话，让我的思绪飘回了几年前的一个场景——
（情节发展）

那天同样下着细雨。全家围坐在老家堂屋内，爷
爷手里拿着一本有些泛黄的小册子。“孩子们，今天给
你们讲个故事吧。”爷爷的声音温和而有力。“很久以
前，在春秋时期……”一个关于忠诚与牺牲的故事逐渐
展开。他说，清明节不仅是一个纪念逝者的日子，更是
提醒后人不要忘记历史、珍惜眼前人的时刻。那时的
我还小，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深意，但心中却隐隐约约
感受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情感触动。（一次插叙）

细雨依然绵绵。我们站在老家的山脚下，望着远
处朦胧的山峦，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伤感。到了
爷爷坟前，放好供品，点燃香烛，耳边是风吹过树林发
出的沙沙声。（情节推进）

跪在坟前磕头时，耳畔突然浮现出爷爷当年那句
话：“记住，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都别忘了家是你的根。”
此刻，想起这句话，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原来清明节
的意义就在于：虽有离别之痛，但也蕴含着重逢，追念
那美好的曾经。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慎终追远”的一
部分内涵吧。（设计高潮，挖掘认识和感悟）

从那以后，每年的清明节都成了我心中最重要的
一天。因为它不仅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更触动了我灵
魂深处对故人的思念。（点题）

小结：插叙打破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传统模
式，插入对故事情节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信息（如人物
背景、历史事件等），在主线故事进行过程中突然转向
讲述另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为读者提供更加全面
的理解视角。

“双线式”结构是一种记叙文写作中常用的故事构建方式，
它通过两条并行发展的线索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结
构通常包括一条明线（主线）和一条暗线（副线），两者相互交
织、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文章的主题表达。此结构如下：

第1段：开头引入，故事背景，环境（时间）
第2段：明线推进，“物线”出场，展开情节，交

代起因
第3段：副线穿插，“情线”交织，与情节发展有关
第4段：情节发展，故事发生转机
第5段：双线交织，心理和情感的突破
第6段：情感深化，物与情的交织和深化
第7段：结尾升华：突出主旨，感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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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
治愈

那年夏天，我遇到了生命中的一束光，它以一种最温柔的
方式治愈了我。这束光，是奶奶家后院里不起眼的蒲公英。
（开头引入，故事背景）

来自成绩的压力，让正值青春期的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
的迷茫和对现状的不满，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
每当夜深人静时，那些负面情绪就像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
我淹没。一次偶然的机会，回到乡下，我发现了奶奶家后院
藏匿于杂草丛中的几株蒲公英，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
佛在诉说着什么秘密。（明线推进，“物线”出场）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看啊，这些小家伙多顽强。”奶奶
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慈祥。“它们虽然不
起眼，但生命力极其旺盛，即使环境再恶劣，也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生存之道。”（副线穿插，“情线”交织）

我蹲下身去仔细观察。确实，每一朵蒲公英都努力地伸
展着自己的叶片，哪怕只有一丝阳光，也要全力以赴地吸收。
那一刻，我的心里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原来，自然界中
还有这样一种力量，能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希望。我
孤独的心被眼前的蒲公英治愈了。（情节发展，故事发生转机）

自那以后，周末到来的日子，我都会特意回到奶奶家看看
那些蒲公英。还不忘带上一本喜欢的书，在它们旁边静静地阅
读。偶尔，我也会轻声与之交谈：“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也想像
你们一样坚强。”每当这时，微风吹过，仿佛能听到它们回应：

“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双线交织，心理和情感的突破）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对蒲公英了解得越来越深，我发

现自己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不再那么焦虑于眼前的
成绩，而是开始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尝试着用更
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情感深化）

直到有一天，我再次站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望着已经
长成一大片的蒲公英海洋时，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正
是这些看似柔弱却无比坚韧的生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
持。它们教会我如何在逆境中寻找光明，在逆境中保持一颗
乐观向上的心。

这份来自蒲公英最纯粹的治愈之力，将会伴随我走过人
生的春夏秋冬，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结尾升华）

小结：采用“双线式”结构进行创作时，考生需要注意保持
两条线索之间的平衡和谐，同时也要注意线索间的转换保持
流畅自然，确保整个故事连贯一致。

考生可运用“递进结构”“插叙结构”“双线结构”对之
前写过的习作进行改写，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文章的表现力，
还能锻炼自己组织材料、构建逻辑的能力。当然，无论采用
哪种结构，最关键的是要围绕中心思想展开，确保文章内容
充实、表达清晰。

一一、、““递进递进””式结构式结构

二二、、““插叙插叙””式结构式结构

三三、、““双线双线””式结构式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