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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导学生写作，不
少是以研究高考作文命题为
切入口，先研究最近几年的
高考作文命题，再来指导学生
进行审题立意、谋篇布局、素
材积累。我把这种指导称作

“遵题式指导”，这在平时不失
为一种有效的指导。但是到
高考冲刺阶段，我认为还应该
结合《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等
纲领性文件来指导，是谓之

“遵纲式指导”。
如果把“遵题式指导”

和“遵纲式指导”比较一
下，不难发现，“遵题式指
导”是一种由分析题目开始
的具体指导和操练，贯穿写
作的全过程，“遵纲式指导”
则是先领会高考精神而后进
行的顶层指导，是写作之前
的基础积累。“遵纲式指导”
需要教师仔细阅读高考纲领
性文件，梳理和领会文件里
涉及写作的内容。众所周
知，高考紧紧围绕“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作为评价标准。可是在写
作指导时，我发现一些教师
对引导学生构建价值体系有
所忽视，对价值体系或疏
离、或悬置、或虚化。其
实，凸显核心价值是写作的
题中之义，写作本身就是思
想内容的呈现。《中国高考评
价体系》已经帮助我们建立
了这个价值体系，核心价值
主要包含“政治立场和思想
观念、世界观和方法论、道
德品质和综合素质”三个方
面，包括如下内容：

“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
是指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
习者应当具备的正确政治立

场、态度和基本观念，包含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以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法治意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习者
应当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辩证唯物
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要求，属
于科学思想方法的范畴。

“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是指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
习者应当具备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意志品质和精神情
怀，包含品德修养、奋斗精神、责任担当、健康情感和劳
动精神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遵纲式指导”的这些核心价值，都具体渗透在统编
高中语文教材里。如劳动精神，集中呈现在必修上册第二
单元，通过学习教材里袁隆平、张秉贵、钟扬等时代楷模
的报道和《芣苢》《插秧歌》等古诗，让学生体会劳动的
崇高与美丽、劳动的价值与意义，让学生树立无私奉献、
锐意进取、勇于创造的新时代劳动精神，让学生理解辛勤
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不同内涵。当然，教材课
文围绕某一话题组织单元，并不表明这一单元就只具备某
一核心价值。比如袁隆平身上，除了创造性劳动精神外，还
凸显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奋斗精神、责任担当、健康
情感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某一话题也可能在其他课文中
有所体现，如必修下册第三单元虽然是“发现与创造”人文
单元，但涉及了科学家屠呦呦、加来道雄的劳动精神……教
材编排的课文内容和高考评价体系的说法是一致的。

“遵纲式指导”可以纠正“遵题式指导”中暴露的审
题不准和论证不力等问题。只要拥有核心价值观，面对
2021年新高考Ⅰ卷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论及“体育之
效”这个材料时，就不会仅仅以事论事，就体育论体育，
也不会就强弱之变做一番抽象论述。学生就能从国家的强
弱之变、自身的强弱之变中，看到大国自信需要吾辈的奋
斗和拼搏。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结合材料内容展开文章，就
不会出现论述浅、偏、空的问题。如2022年全国甲卷关
于《红楼梦》的材料，学生就会关注到材料里“移用、借
鉴、独创”这些词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看，该移用
就移用、该借鉴就借鉴、该独创就独创，三者不可偏废，
但同时，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更需要创新；从“政治
立场和思想观念”看，无论哪一种方法都需要有家国情
怀；从“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看，创新与道德、奋斗、
责任都有关联。如此思考，可以使得话题开阔而有深度，
体现了科学思维。

“遵纲式指导”可以让学生在较短时间获得高考所需
的核心价值观念，可以让学生正确站位、自动站位，以新
时代优秀青年的身份和观念来发言。但是，在指导过程
中，我们不能只积累抽象概念，而要将概念具体化，将概
念放到个人体验情境、社会生活情境和学科认知情境三个
具体的语文实践活动情境中去运用。比如理想信念这一核
心价值内涵是“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如果放到这一认知情境，就会
明白理想信念必须联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理想信念可增强大国自信、理想信念要肩负时代重任等
衍生话题；如果联系自身，就会对“自己应该确立什么样的
理想信念”和“为了实现理想自己应该怎么做”有更具
体的体验。

（作者系浙江省诸暨市草塔中学教科处负责
人、高级教师）

作
文
备
考
要
重
视
﹃
遵
纲
式
指
导
﹄

边
建
松

高考作文评分标准对“感情”有
四个评价等级：感情真挚，感情真
实，感情基本真实，感情虚假。感情
真挚，就是感情真诚恳切。不真诚的
文章，就是假大空的文章。考场上，
最忌讳的就是写文章胡编乱造，感情
矫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如果在
议论文里，用上情感的利刃，必然会
撼人心魄，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从
而增强议论文的感染力度。

那么，高考议论文如何做到感情
真挚？如何以真挚的感情打动人？

标题立意要有感情

标题，乃议论文的眼睛，如果脉
脉含情，或者射出情感的烈焰，必然
会在第一时间吸引阅卷者的注意力。
且看这样的标题：《凝创新力量，聚复
兴之光》《青年与国携行，跨越永无止
境》《跨越艰难险阻，创造卓越未来》
《借鉴诚可贵，创新价更高》《守边界
以至精神，融边界以得发展》《以“有
我”之心，成就“无我”之功》《潮头
登高我击桨，不计名利助国兴》《矜细
行以立大德，顾小让而成大行》《青春
好姿态，迎风共成长》，它们要么用美
好的物象来表明感情，要么用鲜明的
爱憎态度来表明感情，要么用祈使句
等鼓动性的句子来表明感情，这些文
章标题无不因感情真挚而灵动活泼，
给阅卷教师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观点表达要有感情

议论文的论点和分论点多是重理
性的语句，但如果把真挚的感情渗透
其中，理情齐飞，必然能增强说服力
和感染力。且看这样的论点和分论点
表达：2022 年新高考Ⅰ卷满分作文
《扎实本手创妙手，急功近利多俗手》
的分论点为“妙手的创造需要扎实的
本手，离不开对本手的深刻理解、融
会贯通和创新应用”，以及“急功近利
追求创新难免出俗手，终使事情适得
其反”。这两个分论点一正一反，观点
鲜明，前者情感褒扬，后者情感叹
惋，都融入了自己真挚的情感，使分
论点表达得很有情感的张力，使文章
平添一份情感的魅力。2022年新高考
Ⅱ卷满分作文《凝创新力量，聚复兴
之光》的论点表达为：“无论如何选

择，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共同铸就中国
梦，凝天下创新之力量，聚民族复兴之
荣光。”由于融入了自己鲜明的爱憎之
情，不仅观点鲜明，而且感情融入字里
行间，使文章的论点很有力度和温度。

2022年新高考Ⅱ卷满分作文《跨
越艰难险阻，创造卓越未来》中的分
论点是“选心中所爱，择正确道路”

“砥砺敢为，创新精神”“开拓进取，
薪火相传”。这几个分论点，用“心中
所爱”“砥砺敢为”“开拓进取”等褒
扬的词语，渗透了自己对创新的热爱
之情，很有感染力。所以，在论点和
分论点的表述上，不能冷冰冰地说
理，要融入自己真挚的感情、鲜明的
态度，才能感染读者。

论据叙述要有感情

议论文以真挚的感情打动人，不
局限于上述几种方法。考生可以在叙
述论据时，根据主人公的事迹融入相应
的感情：正面人物的事迹，我们带上崇
敬仰慕的情感去叙述；反面人物的劣
迹，我们带着或遗憾或憎恶的情感去叙
述，从而在叙述论据的字里行间，让
读者的情感与文字产生共鸣，从而更
加认可作者的观点。如这段文字：

器，人们看到就会想到“盛东西
的物”，其实，器不只是物，人也可以
被称为器。我们经常听到父母说，你
太不成器了。的确，“玉不琢不成器”

大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
开始的时候都是璞玉，不经雕琢，不
加渲染，在努力中雕刻属于自己的花
纹，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可是，有的
人，却没有认清自己璞玉的本质，他
想做鸟，他想飞翔，最后落得粉身碎
骨的下场；有的人，懒于镂刻的繁
杂，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最后一块好
好的璞玉却没有成为精美的玉器；而
有的人，十年磨玉，丝毫不怠慢，终
于成就一件流芳千古的玉器。

因此，只有认清自己并付出相应
的努力，才能成大器。

这段话在概括叙述例子的时候，
就融入了自己真挚的感情：“可是”之
前的叙述融入的是对努力雕刻自己而
成器的人的肯定的情感。“可是”之后
的三种情况融入的是对没有认清自己
璞玉的本质而粉身碎骨的下场的惋
惜，对因为懒惰没有好好雕刻自己而
没有成为美玉的遗憾，对坚持雕刻终
成流芳千古的玉器的充分肯定和赞
美。这样的文字读来很有感染力。

不仅概括叙述事例可以融入感
情，具体事例的叙述也可以融入真挚
的感情。再看叙述具体的事例性例子
的段落：

胸无器量，失之桑榆。两个世纪
前，当富尔顿将自己刚发明的蒸汽机
铁甲战船介绍给拿破仑时，无意中的
恭维却击中了拿破仑最自卑、最怕别
人嘲笑的短处——身材矮小，他大发

雷霆，拒绝了富尔顿的发明。之后富
尔顿的专利被英国人购买，因此英国
凭借着强大的海军，确立了海上霸主
地位，远远超过了法国。如果那天拿
破仑没有因为一句无意的话把富尔顿
轰出凡尔赛宫，而是礼遇有加，使用
他的专利，现在的世界格局会怎样？
法国会不会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也未可
知。但历史向我们证明，拿破仑拒绝
一项伟大发明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个
称霸世界的绝好机会，拿破仑输在了
自己的胸怀上，败在了自己的器量上。

这个段落在叙述拿破仑拒绝富尔
顿的事例时，抓住拿破仑因为器量胸
怀不够，大发雷霆，造成自己乃至国
家受损的这个关键点，将自己遗憾叹
惋的真挚感情融入其中。

此外，议论文在进行分析论证的
时候也要融入自己真挚的感情，只有
把自己真挚的感情融入论证分析的语
言中，才能避免冷冰冰的说理，让自
己的分析有了感情的温度。

修辞巧用要有感情

在议论文中，也可以用修辞来助
力表达自己真挚的感情，比如用排
比、比喻、引用、拟人、仿词等修辞
手法来增加议论文语言的情感，从而
增强议论文的感染力。如 《听从心
灵，随心而行》中的开头：

有一种声音，如山泉滴答，那是
来自心灵的渴望；

有一种声音，如小溪潺潺，那是
来自心灵的诉说；

有一种声音，如波涛汹涌，那是
来自心灵的召唤。

听从心灵深处的对白，随心而行。
这个开头用排比和比喻来引出自

己的观点：“听从心灵深处的对白，随
心而行。”情感酣畅，颇有气势，有很
强的震撼力。

可见，一篇好的议论文，如果把情
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就会增强议论文的
感染力，从而加大议论的力度，让人更
加信服。总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议论文不能冷冰冰地说理，要让自己的
文字有温度、有感染力，必须要有真挚
的感情，必须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
从而让议论文情感与理性齐飞。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肇庆市华赋实
验学校）

高考议论文如何做到感情真挚
李俊杰

距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作
文应该怎样教？是继续多写多练，保
持练笔的节奏？还是多讲多读，教师
多给学生讲解高分范文？笔者认为，
临近高考，应该继续加强审题立意练
习。

高考前一个月，学生的写作能力
基本定型，大幅提分的概率微乎其
微，不宜多讲“高分秘笈”，应多在
审题立意上持久发力，让学生保证审
题立意不失分。审题立意关系到作文
成败，一旦失误，轻则偏题，重则严
重跑题，及格分难保。

审题立意的教学，固然需要训
练不同题型审题立意的方法，但最
重要的是继续训练把握命题材料核
心概念、准确阐释核心概念内涵以
及由核心概念内涵准确写出观点句

的能力，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
能力。

训练抓住命题材料核心
概念的能力

一则命题材料通常由一个或数个
核心概念组成。所有的命题材料都是
由一个个语句组成，而语句都是由概
念所组成的，那么，审题就应该寻找
语句以及整个材料的核心概念。此
外，多数题型的审题立意最终都要提
炼出材料背后的核心概念，所以，把
握核心概念的能力至关重要。

命题材料的核心概念有多有少，
有的清楚明确，有的分散多样，需要
在审题时仔细辨别。清楚明确的，以
关键词为抓手，自然难度不大，只要
看准即可。分散多样的，则要仔细找
准。如2021年全国甲卷作文题的核
心概念是“可为与有为”，包含两个
概念；2022年新高考Ⅰ卷作文材料
中出现三个核心概念：本手、妙
手、俗手。这些核心概念必须一一
找全，缺一不可。以上命题相对难
度不大。而有的材料，核心概念可
能多次变换，这时最重要的是找准
核心概念的落脚点，一般而言，这
个落脚点多数在最后一句，如以下
这道模拟题：

当下，纯粹靠颜值、话题炒作而
成名的流量明星已风光不再，年轻
人越来越青睐那些拥有精神象征和
价值内涵的偶像。深藏功名、永
葆本色的战斗英雄张富清，磨炼
硬功、飞而不止的航天英雄王

亚平，坚持梦想、挑战自我
的 “ 中 国 飞 人 ” 苏 炳

添，学贯中西、情牵
华夏的诗词女儿
叶嘉莹……他们

都让公众汲取到向上的力量，新的偶
像审美观正悄然重构。上述现象引发
你怎样的感受和思考？请结合材料写
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这个材料的核心概念有“偶像”
“偶像审美观”“偶像审美观重构”，
究竟写哪一个？认真读材料后，便会
发现最核心的概念是最后一句里的

“偶像审美观重构”，这一个核心概念
才是立意的发力点，光写“偶像”或

“偶像审美观”就有可能偏题。

训练把握材料核心概念
内涵的能力

找到核心概念之后，还要准确理
解内涵，对其内涵作出准确解读，不
然也容易偏题。也就是说要结合材
料，在材料的语境中理解核心概念的
内涵。如上述“偶像审美观重构”，
其意是指当今社会年轻人对偶像观的
认识所发生的变化，从对明星的颜
值、话题的关注，转向对偶像的精
神、价值的关注。如果不从材料、语
境理解，这里的“偶像审美观重构”
可能指向对偶像外貌颜值认识的变
化，如此理解，会造成作文偏题。

训练由核心概念内涵准
确写出观点句的能力

在对核心概念内涵有所理解之
后，下一步就是提炼观点，并且要能
用一两句话准确概括出来。这个观点
通常是文章的中心论点，是能准确概
括文章大意的观点，文章正文部分就
是围绕这一两句话而阐释的，这对写
作的成败至为重要。学生在审题时，
如果能将这个最为关键的语句写出
来，后面就不太容易跑题。当然，前
提是一定要能想明白、写清楚。

如这样一道阐述人才培养中“顺
应天性”和“后天雕琢”关系的材料
作文题：

《荀子·劝学》中说“木受绳则
直，金就砺则利”。强调了后天学习
的重要性。《种树郭橐驼传》 中说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
天，以致其性焉尔”。强调顺应天性
的重要性。

读了上面的材料，你有怎样的感
悟和思考？请结合你的思考写一篇文
章。

本则材料很容易把握核心概念：
“顺应天性”和“后天雕琢”，而对核
心概念的内涵作出解读，需要分析出
如下内涵：顺应天性指每个人的能力
和个性都有其特点，只能按照其特点
去培养，不能违反规律；后天雕琢指
在适应天性的前提下，通过不同的培
养方法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发展。对于
这个概念内涵，接下来就要用一两
句话明确表达整篇文章所要阐释的
观点，起到立骨定向的作用：对人
才的培养，顺应天性和后天雕琢，
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后天雕琢要
在顺应天性的基础之上，后天雕琢
是为了人才更好地发展，而不是揠
苗助长或摧残天性；顺应天性不是
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后天根据特点
定点培养。

任何命题作文，切题是第一要
务，要能看清题目要求，根据要求写
作，一旦跑题，后面写得再好也无济
于事。临近高考的写作教学，需要做
的事固然不少，但审题立意的训练不
能放松。以上三点，以把握命题材料
核心概念为中心，耗时不多，便于操
作，对于训练学生审题立意大有裨
益。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
区蒋垛中学）

冲刺阶段继续把好审题立意关
殷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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