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法]  
　　 
　　⽂⾯，犹如⼀个⼈的外表，指作⽂的外部形式，包括⾏款格式、标点符号
和书写字迹等。⼀篇作⽂能否博得好评，固然主要决定于它的思想内容和写作
技巧等内在因素，但与它⽂⾯是否美也有⼀定关系。⽂⾯不美，就像⼀个⼈蓬
头散发、不修边幅，令⼈望⽽⽣厌。⽂⾯很美，就像⼀个⼈梳洗整洁、⾐着得
体，令⼈感到舒服，吸引⼈兴致勃勃地朗读下去。可见，注意⽂⾯美是作⽂中
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根据⼀般作⽂要求，就⽂⾯美的⼏个主要因素，谈谈应该注意的⼀
些问题。 
　　 
　　(⼀)⾏款美 
　　 
　　⼀篇作⽂，由标题和正⽂组成。这两部分都有⼀定的书写格式。 
　　 
　　标题是⽂章的眼睛，要“醒⽬”，就得讲究写法。⼀般写在⼀⾏的中央，两
边留出⼤致相等的空格，使⼈看起来舒服。标题的字要⼤⼀些，同正⽂之间要
空出⼀⾏。 
　　 
　　正⽂部分，对初中⽣⽽⾔，主要是注意层次段落清楚。⽂章的层次，主要
通过段落显⽰出来。⼀个段落，要反映⼀个完整的意思，长短适当，不可残缺，
也不可杂糅。每段开头要空出两格，以提⽰“上⼀个意思已经讲完，从这⾥开始
讲另⼀个意思”。有的学⽣写作⽂不分段，全⽂就是那么⿊压压的⼀⼤块，⽆层
次，读起来就很吃⼒，这是很不好的。 
　　 
　　此外，作⽂的结尾也要意尽笔⽌，有的学⽣喜欢在结尾处写上“完”字，个
别学⽣甚⾄在“完”的周围加上“爆炸线”，既浪费笔墨，又破坏了⽂⾯美，要予
以纠正。 
　　 
　　有的学⽣养成了⽂后补充⼏段的坏习惯，⽤序号标上，加到⽂章相应的地
⽅，很是破坏美，也不利于阅卷⽼师的顺利阅读。 
　　 
　　(⼆)标点美 
　　 
　　按照习惯，标点符号要点在⼀定的位置上。顿号、逗号、句号、问号、叹
号、冒号和分号各占⼀格，点在⽅格的左下⽅;省略号和破折号，各占两格，写
在⽅格的中间；引号、括号和书名号，都由前后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
格。引号前部分点在⽅格右上⽅，后部分点在⽅格左上⽅；括号和书名号前后
两部分都写在⼀格的中间。如果两个标点符号连⽤，如冒号和引号前部分连⽤，
或句号和引号后部分连⽤，可以共占⼀格，也可以各占⼀格。 
　　 
　　为了保持⼀种“向⼼性”的⽂⾯美，标点符号如点在⼀⾏的开头或末尾，都



有⼀些约定俗成的⽤法。 
　　 
　　1 .顿号、逗号、句号、分号、冒号、叹号、问号、引号、书名号、括号后
部分等，可以点在⼀⾏的末尾，但不能点在⼀⾏的开头。这样既可以及时提⽰
该不该停顿、停顿多久和表⽰什么语⽓等，又有⼀种向中间集中、靠拢的⽂⾯
美，⽽不会产⽣“离⼼”的感觉。 
　　 
　　2 .引号、书名号、括号的前部分等，可以点在⼀⾏的开头，但不能点在⼀
⾏的末尾。 
　　 
　　3 .破折号和省略号等占两格的标点符号，可以写在开头两格，也可以写在
⾏末两格，但不能拆开，分写在两⾏，以保持该符号的完整性，不致因拆开⽽
产⽣误解。 
　　 
　　书写时遇到同上述原则相⽭盾的情况，如⼀句话写到⼀⾏最后⼀格才写完，
便没有空格点上标点符号。怎么办?这可以把最后⼀个字向前靠拢⼀点，让出半
格，把标点符号点在该半个空格的下⽅。 
　　 
　　(三)字迹美 
　　 
　　1、正字，即写规范的字，不写错别字、⽣僻字、繁体字、不规范的简化
字、⽹络⽤语和英语单词。把字按规定的形体结构来写，就符合规范化的要求。
把字写得不成“字”，就是错字；把甲字写成⼄字，就是别字。错字和别字合起
来称错别字。有错别字，甚⾄有很多错别字，就不能正确地表情达意，就不美。
 
　　 
　　2、正书，即每个字写得清楚和整个⽂⾯整洁。书写清楚每⼀个字，让⼈⼀
看就知，让⼈喜欢看。⽂⾯整洁，按规定的⾏格距离来写，不任意过界，不东
歪西侧，不随意涂改，不相互勾连，很有“⾏⽓”，读起来就舒服，就有⼀种美
的感觉。俗称“顶天⽴地”。虽然书写能⼒有⾼有低，但完全有理由把字写得清
楚和整洁。有的学⽣写作⽂不注意正书，两个字甚⾄⼏个字滚成⼀团，或者⼀
个字被随意肢解，或者潦草⾄极，“龙飞凤舞”，⽼师要看通他的⽂章，不知要
费多少功夫。 
　　 
　　3、坚守“四不”原则。“不随地吐痰”、“不随地⼤⼩便”、“不吸毒”、“不揭
⽪”。 
　　 
　　4、善于控制字数。各地对作⽂字数的要求不⼀，多在500-800字之间以500
字为起点。这就提醒同学们在平时的练笔中应有意识地对字数作个要求。应对
策略是；草稿上列提纲，⼼中打腹稿。何时开篇，何时收尾，真正做到⼼中有
数。需要提醒的是，⽂章不是越长越好，中考是600字以上，800字以内是个原
则。 
　　 



　　[⼼法]  
　　 
　　作⽂⾼分有诀窍，⽂⾯整洁第⼀招。 
　　 
　　字要顶天又⽴地，太细太淡都不好。 
　　 
　　遵循“三不”好习惯，第⼀印象很重要，很重要。 
　　 
　　[荐⽂]  
　　 
　　感受节⽇ 
　　 
　　洋溢着五千年民族⽂化的馨⾹，散发着勃勃⽂采精华的⽓息，闪烁着古国
⽂明的灿烂辉煌……它是节⽇，它陪伴着⼩⼩的你我快乐成长…… 
　　 
　　每当提及节⽇，我的⼼中免不了会有些激动。节⽇的背后，该有着怎样美
丽⽽神奇的传说，有着怎样丰厚深邃的⽂化底蕴，有着怎样美好甜蜜的向往与
期盼。“海⽇⽣残夜，江春⼊旧年”，伴随着⼀声声爆⽵的炸响，又迎来了⼀个
新春。春节是欢乐祥和的象征，每⼀个春节都向我们呈现出⼀个崭新的⾯容;每
⼀个春节过去，就会迎来⼀个全新的开始……春节到来了，便是我们⼈⽣的又
⼀个新陈代谢，又⼀次除旧布新。⽣命在成长，世界在变迁，年的远去又重来，
就像接⼒似的又开始了下⼀段赛程。所以，在春节时节，⼈们的脸上总是挂着
笑容，不管钱多钱少，不管顺境逆境，感受春节，感悟那份“看成败，⼈⽣豪
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激情!  
　　 
　　“清明时节⾬纷纷，路上⾏⼈欲断魂”，清明节是⼀个感情丰富的节⽇，⼈
们怀着伤感怀着思念为故者上坟，虔诚地祈愿逝者在天国能够过得快乐，也祈
盼他们在天有灵，给活着的⼈以精神的庇荫。感受清明，缅怀那些驻留天国的
灵魂!  
　　 
　　“节分端午⾃谁⾔，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节，只为屈原的那纵⾝⼀跃，
只为那位圣贤的瞬间壮举，便有了这个壮烈的节⽇，“波涛卷不去，忠魂得永
⽣。”因为不忍见⼤好河⼭断送在奸佞之⼿，却又⽆⼒回天，何不⼀死了之，换
个眼不见为净?“堪笑楚王空渺渺，不能洗得直⾂冤”，感受端午，感悟满腔忧国
忧民的热⾎⽆处溅洒的悲怆!  
　　 
　　“天阶夜⾊凉如⽔，卧看牵⽜织⼥星”，⼤⼈说七⼣便是年青情侣约会的时
间，并且告诉我们，在七⼣那天夜晚，静静地站在葡萄架下，便可以听到⽜郎
织⼥的窃窃私语，你要真听到了，便能成就⼀⽣的美好婚姻。真的趣，感受七
⼣，感悟⼈世间爱情的甜蜜。 
　　 
　　“但愿⼈长久，千⾥共婵娟”，中秋⽉圆⼈团圆，深深勾起客游异地他乡的
⼈们对故⼟对亲⼈的思念之情。在⼀个漫漫长夜，苏东坡长叹⼀声，“明⽉⼏时



有，把酒问青天”。唉，故国啊，亲⼈啊，感受中秋，感悟那思念故国，牵挂亲
⼈的情思。 
　　 
　　“逝者如斯”，年年岁岁去去来来，每⼀次的感受都有不同，每⼀次的感受
都如诗如画。感受节⽇的⽂化，感受节⽇的温馨，感受节⽇的美好，但愿⼈⽣
天天如节⽇，岁岁如今天，每⼀个⼈都怀揣着同样⼀个美好甜蜜的梦，在感受
中得到了更多更美好的实现!  
　　 
　　推荐理由：看得出来，作者对节⽇的理解有⾃⼰的独到之处。全年当中⼏
个重⼤的民族节⽇全都写了，按照时间顺序组织，⽂字安排有主有次，巧妙合
理，可读性较强。本⽂还有⼀个主要特点是引⽤丰富精彩，通过引⽤有关古诗
名句来领起相关的段落，这种巧妙的⾏⽂⽅式颇能引起评卷⽼师的好感。⽂段
内还有些重要的引⽤，这就使得引⽤古诗⽂成为本⽂的⼀⼤亮点。除此，全⽂
语⾔表达也很灵动，感情真挚，有较强的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