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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高考作文以议论文体为主，而中考作文则以叙事文体为主。中考将近，语文学科如何围绕作文进行复习备考？

如何指导学生写出优秀的记叙文？课程周刊围绕此话题，约请初中一线语文教师分享复习备考指导经验。

陈涛

记叙文双线结构是中国传统
叙事文学常用的写作技巧，两条
线索或平行、或一明一暗、或交
叉，呈现出结构明晰、内容丰富
的写作特色。利用双线结构的行
文技巧，可以让学生在中考考场
写作时跳出常规思维，展现更为
深刻的生活思考。

双线并进：巧用行文脉络

双线并进是双线结构的一种
形式。在写作时可以分别叙述两
个人物或者两件事，也可以叙述
一件事的两种发展方向，形成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效
果。这样的双线表面是平行发
展，但在叙述中彼此照应、对
比、交叉、重合，形成主次分明
的叙述效果，让读者在阅读中既
能了解事件的变化过程，更能了
解其中的内涵与思想。这样的行
文技巧，往往能增强文章的阅读
感受，丰富文本的内涵。

中国古典小说常用双线平行
的技法，《智取生辰纲》 是其中
的典范。一件事分叙“押送”

“智取”两个方面，最后相聚，
矛盾冲突集中在一天一个地点，
这样先分后合，双线并进，又照
应交织，使故事更为丰富。

在中考中，学生可以通过叙
述两个人物的不同表现，从而使
文章更为充实：

楼下，妈妈急匆匆的身影出
现在小区大门。她手里拎着一袋
食品，步履匆匆地向家里赶，看
来今天又将是一个忙碌的周末。
楼上，爸爸懒洋洋地躺在沙发
上，电视屏幕闪烁着五彩的光
芒。我提醒了他几次，妈妈叫他
收拾收拾，等会儿要做饭，他却
一点也不在意。“报告父亲大
人，妈妈已经进小区了！”“什
么？！”那一跃而起的样子，与之
前躺在沙发上的模样判若两人。
一顿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把客厅
收拾好，妈妈就进门了。爸爸连
忙将她手中的食品接了过来，眉
开眼笑地连声说：“老婆辛苦

了，你看我刚把房间收拾好，
正要收拾厨房！”一场风波

就这样消失。
——《我 家 的 “ 懒 ”

老爸》
小作者非常巧妙地通

过楼下、楼上的地点变化
对妈妈、爸爸进行双线描
写，将周末的故事展现出

来 ， 最 后 双 线 交 织 在 家
中，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

让人难忘。对爸爸的描写细腻生
动，展现了一个看似“懒”却爱
家人的好父亲、好丈夫。双线并
行，却又巧妙交织在一起，既生
动形象又结构明晰。在考场写作
时，双线并行还可以写事件的两
个发展方向，能使文章具有思辨
性，展现写作者的深度思考。

双线显隐：展现写作深度

双线显隐是常见的双线结构
形式。在写作时两条线索一显一
隐，形成明暗双线的艺术效果。
明线就是从文章表面文字中能看
见的、贯穿文章始终的、将文章
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脉络。
常见的明线为时间、地点、事件
的变化。暗线往往潜藏于文本深
处，可能是人物的心理变化，也
可能是在某个时代下社会思想意
识的变更，或者是隐藏于文本中
的思想情感。明暗交织往往使文
章的内涵更为丰富，表达的思想
更深刻。《藤野先生》 就是明暗
双线的典范，鲁迅先生通过明线
写自己与藤野先生的交往过程，
用暗线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及
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这样明暗
双线的写作，使得本文内容丰
富、意味深长。

在中考中，学生可以通过明
暗双线的结构，展现自己对社会
生活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文章
往往更有内涵：

春节回家，竟然发现奶奶换
手机了。她曾经使用的是一个只
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机，没想到竟
然换成了一部智能机。没事时，
奶奶总问我手机怎么用，我只能
一点一点地教她，可她总是笨拙
地用手指在手机屏上划着，却怎
么也划不出自己要的界面，连声
叹息：“老了，不中用了！”我安
慰她说：“您就用过去的老年机
不好吗？”“这怎么行？”她说，“现
在买菜都用手机支付，更重要的
是想你们时也可以和你们视频
啊！”听到这里，我不由眼中一潮，
拿出笔来，帮她把使用步骤一步
步写好。自那以后，奶奶洗完衣
服、拖完地，就坐在沙发上，仔细
研究微信、支付宝、百度地图等。
最初我不明白奶奶费时费神学用
智能机做什么。渐渐地，我明白
了，奶奶不想被社会淘汰，她想尽
力跟上社会的脚步。一如在广场
上纵情欢快跳舞的时候，她想成
为紧跟时代的老人。

——《变》
明线写奶奶手机的变化，暗

线写老人紧跟时代的变化，既有
生活体验，又有时代背景，明暗

双线结构清晰，让文章的思想高
度呈现出来。这种以小见大的选
材，通过明暗双线的方式展现出
来，更能巧妙地展示出文章的力
度与深度。

双线交织：升华文章情感

双线交织也是双线结构中常
用的形式。在叙事中通过视角的
变化，让叙事更有层次感。在叙
事中，写作者往往以一定的身份
来呈现事件的发展过程，一般有
亲历者与参与者不同视角。无论
以何种视角，都必然有主次之分，
通过主次视角的变换，往往能让
叙事层次分明，双线结构明晰。

朱自清先生的 《背影》 就是
通过主次视角的变换来叙事抒
情，全文以“我”的视角写“父
亲”，在“我”眼中，“父亲”是
迂腐守旧的，他步履蹒跚，买橘
子都特别艰难。在“父亲”眼
中，“我”永远是他未长大的孩
子。通过双视角的描写，文章情
感更显真实与真挚。主次双视角
的变化，让叙事内容更为充实。

在中考中，学生可以通过视
角的变化，使文章富有变化，更
加生动：

爸爸是一名医生，2020 年
春节，他刚回家就听到武汉封城
的消息，决定马上赶回医院。明
天就是除夕，但他决定今晚就
走。寒风呼啸的夜晚，我看着他
将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医疗用品搬
上车，仔细地戴好口罩。“爸
爸，你能不能不要去？”他看着
我和妈妈，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说：“没事！现在医院缺少人
手，我应该回去！”我望着他，
他眼中流露出疲惫与紧张，额前
的白发与皱纹显得格外刺目，我
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爸爸看
到我们眼中的担心与惊恐，放下
车窗说：“你们放心，不会有事
的！”看着车子越来越远，我忽
然觉得，爸爸也是伟大的，在这
样危险的时候，他还想着医院、
想着同事、想着病人。

——《我身边的一个“小人
物”》

在国难当头时，这些逆行的
白衣战士是真正的勇士，尽管他
们平凡而普通。在这样一次特殊
的告别中，“我”眼中的父亲是
如此高大，在家国大义面前，他
的离开显得格外高尚。主次视角
的转换，使文章显得更为生动真
实。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江陵
县第二初级中学语文正高级教
师、湖北省特级教师）

巧用双线结构提升记叙文写作水平

中考作文之道：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赵查

语文是综合性和实践性极强的
学科，其学科价值和学科地位不言
自明。坊间曾有一论——“得语文
者得天下，得作文者得语文。”此论
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语文和作文
的重要性可见一斑。2024 年中考
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全国各初中学
校正在进行紧张的备考复习。中考
作文如何备考？怎样的作文才能在
浩如烟海的中考试卷里脱颖而出？
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命题和评卷
经验，谈一谈自己对中考作文备考
与写作的粗浅见解，希望能为教育
同行与广大考生提供参考。

众所周知，写作是极具个性和
灵性的精神活动，无论是自由写作
还是应题写作，都应遵循写作的基
本规律。早在四个多世纪以前的明
代后期，“公安派”袁宏道就提出了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
他强调写作“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
肯下笔”。时下的考场作文，常常陷
入模式化、机械化的窠臼，堆砌辞
藻、华而不实的弊病仍普遍存在。
因此，重塑中考作文主张，让写作回
归本真才是正道。具体而言，可从
以下三方面实施教与学。

用有张力的叙述
展现真我的风采

中考作文以写记叙文为主，常
见的“六要素”写作技能在小学阶段
就已习得。如果中考作文仍停留在
五六年级《记一件难忘的事》那样的
叙述水平，就很容易“泯然众人”而
陷入平庸。那么，怎样的叙述才是
有张力的叙述呢？

首先，叙述要“陈言务去、辞必
己出”。这是韩愈的写作主张，意思
是要摒弃那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的
语言，要让读者听到你心底的声
音。时下的考场作文常有两个极端
倾向，一是叙述语言过于直白粗糙，
毫无可读性；一是刻意写得艰深晦
涩，让人不知所云。有张力的叙述
应该像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那样“平
中显奇，淡中有味”。且看汪先生在

《昆明的雨》一文中的语句“带着雨
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
怀人，不是思乡”。乍一看，不过是
淡淡的一笔，但却能让读者的思绪
停留在此处，久久回味。实则这句
话里有大乾坤。缅桂花是“带着雨
珠的”，那幅鲜妍的画面赫然眼前。

“使我的心软软的”，用一个普通的
叠词来写心境，远比“沁人心脾”一
类所谓的好词更熨帖。最后“不是
怀人，不是思乡”，让人遐想作者的
心境到底是怎样的呢？既不怀人，
也不思乡，只是此时此刻单纯的感
动而已。

其次，叙述要“张弛有度、锋芒
不露”。这一主张类似于当下流行
的“你要写什么，就不能只写什么”
的写作指南。平庸的作品就像透明
的水杯，内容一望而知；高级的作品
应似园林艺术，曲径通幽，峰回路
转。如苏轼写月色“庭下如积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不
见一个“月”字而月色满庭，照彻千
年。如何张弛有度，还需用到平常
习得的写作方法，比如巧设伏笔、倒
叙与插叙、创造冲突、双线交织等

等，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要让文
章读起来曲折有致、波澜起伏。比
如有一篇回忆外婆的中考作文，以
一个小猪扑满（储钱罐）为线索，用
很多富有画面感的细节刻画了与外
婆生活的点滴，但写作时外婆已经
离世了。如何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
来写外婆已不在人世呢？如果直接
写就显得俗套，这名考生这样写道：

“可现在，现在我只有我的小猪扑满
了，我的灰扑扑的落寞的小猪扑
满。”看似在写小猪扑满，其实是在
用另一种方式写外婆。这就是曲笔
写真情的写作艺术。

再者，叙述要“纤毫毕现、如在
眼前”。这里的“纤毫毕现”不是要
事无巨细地叙述，而是要在合理安
排详略的基础上，聚焦关键事件或
重要场景，以细节的刻画来传情达
意。如影视艺术的特写镜头，通过
动作、神情、背影等特殊视角来刻画
人物形象，让叙述富有画面感。要
像《核舟记》中的微雕大师一样“细
若蚊足，钩画了了”，才能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当下很多中学生平时
不能静下心来观察，描写时难免粗
枝大叶，很难让读者有代入感。因
此在中考复习时，教师要多指导学
生细节刻画的技巧，通过二次和三
次习作修改进行升格训练。

用有诚意的态度
抒写真实的情怀

叙述也好，描写也罢，都是为抒
情服务的。王国维先生所谓“一切
景语皆情语”就体现了这一主张。

“学习抒情”是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
下册第二单元的习作专题。抒情的
角度和方法各异，其效果也有所不
同，这是学生在初中阶段较早习得
的写作方法。但从中考作文的现状
来看，很多考生还是不会抒情，有许
多无病呻吟、无感而发的文章，读来
如隔千里，当然就很难让读者产生
亲近感了。

抒情的首要态度是真诚。如何
才能让人感觉到你的真诚呢？比较
可靠的做法是从自己的生活际遇中
寻找素材，以“我”为圆心、以“生活”
为半径，尽量说真话、抒真情，展现
一个真实而独特的自我。“说真话抒
真情”并不是说写作要完全复制生
活事件，适当进行艺术加工无可厚
非，也很有必要，但叙述最好有生活
的原型，不要凭空捏造，除非你的叙
述能力能像小说家一样以假乱真。
在“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前提
下，要让读者感受到你的真诚。饱
含情感的写作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中考语文的评卷教师基本上能一眼
看穿作者的诚意。所以，平时的练
笔和积累很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
在考场写作时酝酿情感，因为只有

“情动”才能“辞发”。
很多教师在备考时要求学生

准备不同主题的写作素材和多
次打磨的范文，以备考场上思
维枯竭时直接化用或套用。

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也许能帮助考
生获得一个不错的基础分或侥幸得
到高分，但绝不是提升考场作文的
最佳路径，有时还存在生搬硬套的
风险。比如深圳市某次初三适应性
考试作文题是《这堂课，有我，有
______》，遇到这样的考题，学生预
先准备的素材很可能会全部失效。
因此，教师在指导备考时，还是要回
到思维训练和情感训练，在考场写
作前，一定要有一个素材搜索和情
感酝酿的过程，适当列一点提纲，动
笔写作时才能文思泉涌。

用有个性的笔触
表达真切的感悟

如果说“有张力，有诚意”是写
作的基础追求，那么“有个性”则是
写作的高端追求。中学生作文的个
性类似于作家的写作风格，也就是
说，优秀的作品必须有辨识度和记
忆点。如何修炼作品的个性呢？需
要从“独立的语言风格、独特的写作
视角、独到的见解感悟”三方面去修
炼。“独立的语言风格”首先要做到

“文从字顺”，再追求“陈言务去、辞
必己出”，于无声处见悲喜，于浮华
处见真淳，此论前文已阐明，此处不
再赘述。“独特的写作视角”就是要
发现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真善美，
以一颗善感而细腻的心捕捉生活中
的动人瞬间，去体察平凡生命的幸
福与欢乐、无奈与挣扎。比如某年
上海市的满分作文《他们》，关注的
是幽居于城市角落的外来务工人员
子弟，写出了那个群体的辛酸与奋
进，让人读来动容。“独到的见解感
悟”，即写作要有主题意识，要在叙
述之后托出作文的精神内核。究竟
是表达一种情怀，还是传达一个观
念，抑或倡导一种价值？作者在写
作前应有清晰的认知，在作品中要
有巧妙的交代，要通过文字把这种
情怀、观念、价值输送到读者心中。
当然，这一追求对于初中生来说有
一定的难度。但如果教师在平常的
作文教学中有这样的引导意识，学
生的写作一定会更加得心应手。

中考只是人生的一处驿站，写
作的终极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考试，
而是抒写性灵，与天地自然对话，与
自我同伴对话。因此中考作文的复
习备考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术”的层
面，而应回归写作之本源，引领学生
追问自己的内心，才有可能达到“独
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境界。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 ［深
圳］ 基础教育集团语文高级教师、
2018 年深圳市年度教师，曾任深
圳市中考语文命题组组长）

吕新辉

中考写作对记叙文要求较
高。《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中“文学阅读与
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明确要
求，“观察、感受自然与社会，
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尝
试创作文学作品”，“借鉴其中的
写作手法，表达自己对自然的观
察和思考，抒发自己的情感”，

“尝试诗歌、小小说的写作”。这
说明写好叙事类文章，要有独特
的生活素材，要运用一定的文学
技巧，要形成富有创意的思考。
复杂记叙文写作至少涉及用什么
素材写、用什么技巧写、表达什
么思想创意等核心问题。教师可
以结合学情，从“加减乘除”四
个方面入手，指导学生写好复杂
记叙文。

做加法，在真实的基础上补
白。复杂记叙文写作要立足于学
生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按照学生
的生活空间，素材主要来源于家
庭、学校、社会三个领域，教师
可引导学生按照分类原则对这些
素材进行梳理。家庭素材有一家
人吃团圆饭、给长辈过生日、做
家务等，学校素材有师生情谊、
同学互帮互助、参加运动会等，
社会素材有参观研学基地、外出
旅游等。这些素材来源于生活，
具备真实性，学生可以在此基础

上挖掘空白点，让内容更丰富。
例如，学生写给长辈过生日，可
以穿插长辈以前过生日的材料，
把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使内容
更加丰富。如果学生能对每一个
素材都进行寻白、补白，素材的
表现力就会更强。

做减法，根据主题需要适当
修剪素材。写作不是照搬生活，
而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复杂
记叙文取材可以根据主题需要对
素材进行深度加工。能表现主题
的，就详写；跟主题有一定关联
的，就略写；跟主题无关的，就不
写。比如写自己参加运动会的经
历，没必要把整个训练过程都事
无巨细地实录。如果要表现坚持
不懈，就重点写面对挫折时的顽
强毅力；如果要表现团结力量大，
就重点写接力跑的交接棒合作；
如果要表现突破自我的荣耀感，
就重点写自我努力。好的记叙文
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丰富
和精要，保留精华，删除赘述，根
据主题做减法非常重要。

做乘法，借鉴小说笔法突出
细节的感染力。《史记》《左传》

《战国策》 里的人物为什么引人
入胜，情节为什么扣人心弦，就
是借鉴了小说笔法。为了突出曹
刿的深谋远虑，就要刻意表现鲁
庄公的目光短浅；为了突出邹忌
善于劝谏，就要精心设计齐王广
开言路后群臣吏民纷纷进谏的热

闹场面。做乘法，就是以倍数来
放大细节，在事实的基础上运用
夸张、对比、抑扬等技巧来精准
强化，给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
象。例如，学生写自己参与《红星
照耀中国》排演，可以精细描写自
己在表演前后对主角精神思想的
理解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还
可以对配角的表现进行精雕细
琢，这些加工都会让记叙文拥有
小说的魔力，使主题更加凸显。

做除法，精炼语言进行艺术
留白。水墨画、诗词创作讲究留
白，写复杂记叙文完全可以学习
留白艺术。叙事类文章容易陷入
语言表达泛滥的陷阱，能用一个
词写精彩的内容，可能写了一个
长句，能用一句话讲明白的内
容，可能写成一个语段。写得太
满，不懂留白，就压缩了读者的
想象空间，反而限制了文章的表
现力。有学生写父亲放学接人：

“父亲矮，就站在石墩子上，手
搭凉棚，朝着校门口瞭望。”作
者除去人潮拥挤的场面，除去自
己急切的心情，直接刻画矮小的
父亲站在石墩子上的场景，充分
表现了父爱的深沉与伟大。语言
表达做除法，就是要除去繁杂冗
长，除去细枝末节，用精准的表
达直击核心、突出神韵。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市慈溪
实验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教科
室主任）

写好记叙文的“加减乘除”四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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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瑞华实验学校九年级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备战中考。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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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
市第三中学分校校园内举行
2024 年中考百日誓师大会，
该校学生纷纷在“签名墙”上
签名。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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