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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会以小见大怎么办?

以小见大是构思立意的技法之一。

所谓小，是指从小处着眼，即选材小；所

谓大，是说思想内涵容量大。这种方法

的特点是以个别表现一般，以小事反映

大主题。即选材虽小，而韵味无穷；取事

虽小，而意义重大。运用这种方法时应

注意两点：第一，要善于发现有深刻意义

的小事，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

此，必须注意积累生活经验，又要注意提

高思想认识水平。

2.交代不清六大要素怎么办?

人物、时间、地点及事件的起因、经

过、结果，统称为记叙文的六大要素。事

情是由人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做出来的，

事情本身有它的起因、经过、结果，客观

情况本来如此。所以在记叙的时候，要

根据情况把六大要素交代清楚。要交代

清楚这六大要素，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交代事件中的人物，只要对人物的

身份、姓名做简要交代，在事件的发展变

化之中陆续出场即可；事件发生的时间

和地点可以灵活地交代出来。

事件的起因，就是要交代清楚出现

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矛盾。这一要

素的交代应开门见山、简明扼要。

事件的经过，就是事情发生的全过

程，一般分为发生、发展、变化和高潮四

个阶段。这一部分应具体详细地描写，

因为它往往能揭示全文的中心。

结果就是事情的结尾。在记事文章

之中没有它，文章便有头无尾，结构便不

完成。可根据需要，交代清楚就行了。

一般说来，记叙真实的重要事件，六

大要素都要交代清楚。大凡不需要作者

交代读者就清楚的内容可以省略。

３.不会审题怎么办?

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去做：

一、认真细致地阅读试题所包括的

所有文字，并在重点之处用点或线标明。

二、对试题进行逐行逐句逐字分析，

弄清这样几个问题：文体是什么样的；选

材范围是什么；作文表达的角度是什么；

文章的重点之处在哪里；表达的方式是

什么样的；字数限制在多少之内。这样

才能把握住试题的要点。

三、分析出要点后，再仔细看看有没

有其他方面的要求等。

四、要把试题的要点及各项要求体

现在文章中。如果是自拟题目作文，要

注意拟题的用语应能切合文章的主要内

容，应体现文章的文体特点，拟题用语要

简练，字数也不要太多。如果是命题作

文，这种试题的作文要求、限制条件、作

文选材范围等常隐含在题目的词语之

中。审题时，一定要对构成题目的重点

词语做一番推敲。

４.抓不住题目中的关键词怎么办?

将题目中的词组或句子以词为单位

进行划分，然后逐词斟酌，仔细推敲，反

复琢磨，明确范围，抓住重点。如《我成

长中的一件事》，“事”是写作的中心，

“我”指出了写作对象，“一件”限制了事

件的数量，“成长”规定了写作内容，只能

写使我思想成熟的一件事，如果把“成

长”理解为“长身体”则差之千里了。除

了推敲题目中词的含义外，还要把握词

与词之间的关系。

5.不会根据题目确立中心思想怎么

办?

在命题作文中，有的文题就规定了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应该是什么，我们

就要依据文章题目来确定中心思想。例

如《我们班里的新气象》一文，题中“新气

象”要求小作者抓住学习、文体活动、生

活等方面的点滴，写出同学们的集体主

义精神，互帮互助等，表现班级气象之

新，同学们思想境界之高，这就是本文的

中心思想。根据题目确定中心思想时，

首先要准确判断文题中体现文意的词。

一般说来，能体现文意的词语都是题目

中的题眼。

６.无法准确把握题目怎么办?

将平时写过的作文题和与之类似的

进行比较，辨别异同，确定应该写什么，

不该写什么，从而确保不走题，不混题。

如《不该发生的一件事》与《发生在我校

里的一件事》，相同之处是都是写一件

事。不同之处是后者有空间限制，重点

叙述发生在学校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可

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可以是意料之

中的事，也可以是意料之外的事，总之在

内容上可以自由选择。而前者没有空间

限制，在内容上却有明确要求，应该突出

“不该”，即此事不应该发生而发生了。

又如《我的xx》与《我和xx》，相同之处是

都该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不同之处在于，

写作的对象和重点内容不同，前者重点

描述某某，后者既要写某某，又要写

“我”，两者可并重，也可以侧重一人。否

则，就会重点不突出，或喧宾夺主。

７.不会由题目判断文章体裁怎么

办?

看题目，辨文体是有规律可循的。

题目中出现“记”“忆”字样的应写记叙

文；若没有以上字样，但涉及记叙文的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的，也应写记

叙文，如《在……的日子里》（涉及时间要

素），《我的母亲》（涉及人物要素），《在阅

览室里》（涉及地点要素），《可喜的变化》

（涉及事件要素）等作文题，都应该写成

记叙文。如果题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

体名称，如《铺路石》《烛光》等，或物体名

称前后有“赞”“颂”“赋”或“……的精神”

“……的风格”等字样，都应写成散文，而

不能写成说明文。有时可以某物为线

索，将以某物名称为题的文章写成记叙

文，如《一辆纺车》。有的题目要求对事

物做介绍或以物命名，如《电视机的使

用》《水的自述》《热水瓶》等，则应该写成

说明文。

８.不知如何在文章中突出重点怎

么办?

文章中最能表现中心思想的内容就

是文章的重点。文章的重点突出，中心

思想就会鲜明，给人的印象就会深刻。

如何在作文中突出重点呢？

首先，选择最能表现中心思想的内

容作为重点。要突出重点，首先要选准

最能表现中心思想的内容。其次，把重

点内容写细致、写深入。重点内容确定

之后，我们就应该紧紧围绕中心思想，把

它一层一层地、深入细致地写详细。

９.不会构思怎么办?

中心思想确定之后就要考虑怎么写

了。这是一个理清思路、组织材料、安排

结构的过程。应该尽量考虑新的思路，

拟一个写作提纲，写别人未写的，说别人

未说的，这样才能给人新鲜的感觉，避免

文章千篇一律。这里包括一个写作顺序

和写作方法的问题。比如记叙文，在构

思提纲时就得考虑是用什么顺序来组织

材料，是时间、空间还是逻辑顺序，如何

将材料组织起来，用什么样的记叙方法

去写等等。提纲列得好，会对考生事半

功倍。文章妙在构思，构思不好就很难

把一篇文章发挥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

下深刻的印象。

10.写作文脱离主题怎么办?

写作文脱离主题主要表现在材料与

中心不统一，不协调，原因是没有精心去

安排，没有将材料与中心对照一下。写

作文需要根据中心要求，从生活中选取

最能表达中心的材料。中心与材料的两

者关系应是：材料要说明中心，中心要

“统率”材料。同学们往往写一段或几段

后就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点。如果能经常

将材料与中心进行对照一下，看它是否

符合中心要求，能否表现已确定的主题，

就不能脱离主题了。

11.不会立意怎么办?

立意就是指作者在动笔之前将文章

或作品内容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所要

揭示的生活真理确定下来。立意，也叫

中心思想，或称主旨、主题，它是统率文

章的“纲”，要为文章确定一个正确、深

刻、新颖的主题。

所谓正确，就是文章要体现正确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宣传健康的、美好

的事物，批判消极的错误的事物。所谓

深刻，就是要在文章的内容上去挖掘开

拓，由表及里，抓住事物的本质。如《论

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作者将雷峰塔是镇

压白蛇娘娘的塔升华到封建势力镇压人

民的塔，从而表现出彻底的反封建的革

命精神。这个主题就非常深刻。所谓新

颖，就是必须选取新颖的材料，要尽量用

新近发生的，别人不常用的，或是自己有

新的感受的材料，使文章具有新鲜感和

时代感。立意好才能唤起人们的共鸣，

引起人们的思索。作者的生活积累、思

想水平和知识储备，是立意高下的关键。

12.不会组织文章结构怎么办?

所谓结构指的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搭

配和排列。要写出一篇成功的好文章，

就要在文章的结构设计上下一番大功

夫，下面介绍几种方法：

一、明确文章的写作思路。文章是

写给别人看的，要想让人看明白，一定要

条理清晰，要理清文章的思路。思路就

是思考的线路，给文章布局，首先要考虑

顺着一定的思考线路。

二、安排详略得当，充分表达主题。

详略得当是作文一大重点，应该详写之

处如果不详，就不能够突出要表达的中

心主旨；应该略写的地方省略不得当的

话，会让人感到冗长枯燥。详写就是要

把最能表现中心主旨的材料写详细，写

突出，写具体。而略写是把跟中心思想

有些关联但又不是重点内容的材料写得

简洁明了。

三、形式要创新，使文章生机勃勃。

首先，要巧妙地使用题记，明确文章的主

旨，设立悬念。其次，要把后记精彩地补

充完整，这样就可以使文章的情节充实、

完整，又可以深化文章的主题。

作文怎么写，老师来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