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型揭秘]  
　　 
　　命题作⽂是必须按规定标题写作的⼀种作⽂题型，把握题⼲中的关键字眼
可与话题作⽂相区别。⽐如题⼲中有“题⽬：xxxx”“以‘xx’为题⽬”“以‘xx’为题”
等表述。近年来命题作⽂在中考命题中呈现渐热趋势。分析近三年的中考命题
作⽂题，可归纳出三种命题形式： 
　　 
　　⼀是独词型。如2014年的“答卷”(陕西)、“转⾝”(⼭东德州)，“感动”(四川雅
安)、“远⽅”(四川南充)等。此种题型是话题作⽂命题化的绝好佐证，⽽且往年
中考的独词型话题今年可能会以命题形式重新出现，如“幸福”“分享”“合作”“责
任”“惜”“和”“喝彩’’等。  
　　 
　　⼆是短语型。如“⽣命的需要”(内蒙古包头)、“爱的叮嘱”(四川内江)、“学会
等待”(江西)等。这类命题⼀般以偏正结构、动宾结构或主谓结构的短语为主。  
　　 
　　三是诗意型。这种命题⼀般采⽤象征、⽐喻、拟⼈、双关等⼿法拟题，意
义含蓄⽽多解。如“开在⼼中的花”(湖南衡阳)、“我⼼灵的⽢露”(天津)、“快乐加
减法”(深圳)等。 
　　 
　　也可以按⽴意的明确与否将命题作⽂分为两类，⼀类是⽴意明确的，⼀类
是⽴意不明确的。 
　　 
　　[中考兵法]  
　　 
　　作⽂的审题和构思过程．⼏乎是同步的；如果审题不明，不但不利于调动
⽣活积累，还有可能写跑题；让“后功尽弃”。命题作⽂⼀般限制较紧，不像话
题作⽂、半命题作⽂那样宽松，⽂题有⼤、⼩、宽、窄、显、隐之别，所以审
题是关键，也是难点。 
　　 
　　⼀、独词型命题⽤扩充法审题 
　　 
　　给独词型标题加上合适的限制性词语，能使宽泛的题⽬变得具体、实在、
易写，便于把⽂章写真、写⼩、写活。如⾯对“晨”的命题作⽂，在不改变原来
⽂题的情况下可以⽤扩—展的办法将其转化为“⼈⽣之晨” “泰⼭之晨” “校园之
晨”“车站的早晨”等来构思。又如“凝聚”(北京)，可以⽤扩充法审题后，从“凝聚
友情”“凝聚亲情”“凝聚⼒量”“凝聚爱⼼”“凝聚精⼒”等⾓度任选⼀个⾏⽂。 
　　 
　　⼆、短语型命题⽤分析法审题 
　　 
　　在审短语型的作⽂题时，将字数较多的作⽂题⽬压缩、拆解，抽出主⼲词
或中⼼词，便于把握⽂章的中⼼，不易写跑题。 
　　 
　　1．分析题眼法。题眼是标题的核⼼和灵魂，直接决定了选材和⽴意。如果



标题是主谓句，题眼就在谓语或谓语中⼼词上，如“我做主”，“做主”就是题
眼，⽴意上就应从其重点着墨，如“做国家的主⼈”“做命运的主⼈”“做⾃⼰的主
⼈”“做某件事的主⼈”等。如果标题是动宾短语，题眼常在动词上，如“品味⽣
活”，题眼就在“品味”上。如果标题是偏正短语，那么题眼⼀般是定语或状语。 
　　 
　　2．分析关系法。即分析短语内各成分间的关系。如湖南邵阳中考命题作⽂
“有你真好”，“有你”和“真好”之间暗含了“因为……所以”的关联词，所以要展现
“有你真好”的原因和过程。 
　　 
　　3．辨别标志法。就是通过辨识题⽬中标⽰⽂体的词语来明确作⽂的体裁，
如题⽬中标有“记”“回忆”等字样或标明时间、地点、⼈物、事件、景物的，应
写成记叙⽂；⽂题中出现“谈”“说”“议”“辨”“评”“析”“读”“感”“启迪”“启⽰”“体
会”“感想”等字眼的，⼀般要写成议论⽂；⽂题中有“介绍”“使⽤”“构造”“形成”
等字眼的，⼀般要写成说明⽂；若⽂题中有象征性、形象性、抒情性意味的词
语，多写以记叙为主、兼有抒情议论的散⽂。如“记住这⼀天”，“记住”表明这
应该是⼀篇记叙兼议论、抒情的叙事散⽂或者以记叙、描写为基础的议论⽂。
“这⼀天”对写作内容做了定位，要么，对“这⼀天”发⽣的、应该“记住”的事加
以详细描写，要么对“记住这‘天”的理由⽤发散思维的⽅法加以阐释。 
　　 
　　三、诗意型命题⽤揭⽰内涵法审题 
　　 
　　受⾼考作⽂命题的影响，诗意化的命题逐渐⾛进中考作⽂，成为⼀道亮丽
的风景，但也因此增加了审题和构思的难度。将诗意化命题的象征义、⽐喻义、
引申义挖掘出来，才能使作⽂⽴意深刻起来。例如 “打开⼀扇窗 ”，传统意义
上，只有打开窗，才能看到外⾯的风景，才能有风和阳光进来，才能让阴暗、
寒冷、污浊的⽃室变成明亮、温暖和清新的天地。由此引申开来，这⾥的“窗”
具有多种⽐喻意义和象征意义，例如⼼灵之窗、宽容之窗、智慧之窗、善良之
窗、交流之窗、⽂学之窗等。 
　　 
　　第⼆步审引语析透思路 
　　 
　　虽然⼀些命题作⽂没有引语，但有引语的作⽂命题就要谨慎审之了。引语
的作⽤可能有三种：⼀是开拓写作思路，降低⽂题难度；⼆是明确写作⽅向，
相当于暗⽰性的写作要求：三是引起考⽣的情感共鸣，便于调动写作素材。审
引语的⽅法主要是提取关键词和切题联想。如浙江温州市中考作⽂题： 
　　 
　　古⼈云“知⾏合⼀”“知易⾏难”，“知者”可贵，“⾏者”更可贵。“⾏者”，⽤⾏
动诠释⽣活的意义，⽤⾏动抒写⽣命的美丽：鲁迅以直⾯⼈⽣的呐喊唤起民众
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命的蜕变，⽽⾯临危机的美丽汉语
需要我们⽤⾏动去拯救。 
　　 
　　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



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 ?当我⾃怨⾃艾时，为什么不⾛向更⼴阔的世
界……⾏动，就在举⼿之间。 
　　 
　　做⼀个“⾏者”，⾏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请以‘做—个‘⾏者’”为题写—篇⽂章。 
　　 
　　要求：①⽂体不限；②不少于600字(写咸诗歌不少于20⾏)；③⽂中不得出
现真实的地名、校名、⼈名。 
　　 
　　前三段⽂字属于引语，从多个⽅⾯提⽰了写作的⽅向。第⼀段⾸句从三个
⽅⾯，次句从两个⽅⾯，分别提供了写作⽴意的⽅向，第三句引导我们注意选
⽤素材的⾓度。第⼆段从反⾯提醒我们不要抱怨，从⼩事做起，举⼿之间就可
以做⼀个“⾏者”。第三段则提⽰考⽣可以分别叙写“⾏”的经历，抒写感悟和谈
论收获。 
　　 
　　第三步审要求辩明“雷区” 
　　 
　　在⽂题后⾯，往往都有⼀个“要求”(或者“注意”)，它常对诸如写作亨范围、
⾓度、⽂体、篇幅等⽅⾯作了⼀些规定。如篇幅⽅⾯，多数规定“不少于600字”
或"600字左右”。又如⽂体⽅⾯，⼤多数规定“⽂体⾃选(诗歌、戏剧除外)”，有
些特别强调“⽂体限于记叙⽂或议论⽂”。另外，也有部分中考题要求“凡涉及真
实的⼈名、校名、地名，⼀律⽤A、B、C等英⽂⼤写字母代替；不得抄袭”等。
这些都是硬性的规定，不得违反，否则就会影响得分。 
　　 
　　[观剑识器]  
　　 
　　送他⼈⼀朵花 
　　 
　　有⼀种花⼉特别美丽，当你赠与他⼈的时候，它会让你⼼潮起伏，⼿留余
⾹；有⼀种花⼉特别神奇，当你赠与他⼈的时候，它会让你⾯朝⼤海，春暖花
开。(设悬念，骈句。化⽤印度古谚“赠⼈玫瑰，⼿留余⾹，?和海⼦诗句“⾯朝
⼤海，春暖花开”，盛赞“⼀种花⼉”的美丽与神奇，令⼈⼼向往之。)  
　　 
　　这朵神奇的花⼉，曾经在公交车上开过。还记得那年妈妈⽣⽇，我买了⼀
⼤束粉百合，我想给她⼀个惊喜。怀抱着这束百合，我快乐得像⼀位天使。汽
车时快时慢，花⼉在我的胸前也是⼀颤⼀悠，引来多少羡慕的眼光。有⼈⼀直
在赞美，说这花⼉真漂亮；有⼈悄悄地猜测，说这花⼉会送给哪⼀位，惹得邻
座的姐姐也禁不住想抱⼀抱。我嫣然⼀笑，将花⼉递到了她⼿上，看着她那喜
爱的模样，我的⼼⾥也乐开了花。下车时，我抽出⼀枝递给她：“姐姐，送你⼀
枝吧!”那⼀刹那，她的脸⼀如那粉百合，好美!（⼈花相映，快乐犹如芳⾹可以
传递。公交车⽌的这幅画⾯，意在刻画爱⼼之美，同时照应⾸段前半句话。)  
　　 



　　这朵神奇的花⼉，曾经在⼀家熟悉的早餐店⾥开过。那天上学的路上，我
在早餐店点了⽪蛋瘦⾁粥、葱油饼，享受了⼀顿，可吃完后⼀摸⼜袋，空空的。
该死，早晨换⾐服时忘记带钱了。我乎⾜⽆措，尴尬地⽴在那⾥，进退两难啊!
⽼板看出了我的⼼思，哈哈⼀笑，继⽽⼿⼀挥说：“快去上学吧，明天带来!”那
⼀刻，我发现⽼板是那样的和⽓，那样的善良，那样让⼈感动，尤其是那⽇⽇
见过的笑脸，在那⼀刻似乎灿烂得像花⼉⼀样，煞是好看。(⽼板的笑脸如花，
善⼼更如花。早餐店⾥的尴尬的化解，意在突出诚信之美、善良之美、和谐之
美。)  
　　 
　　这朵神奇的花⼉，还在⼩⼩的电梯间⾥开过。上楼时，我正好碰上带着⼤
包⼩包的邻居叔叔。我忙跑上前去，帮他打开了电梯⼤门。叔叔笑着拍了拍我
的肩膀说：“长⼤了嘛，会助⼈为乐了!”听着叔叔的话，我的⼼⾥喜滋滋的。下
楼时，碰到楼上的奶奶下去散步，我不由⾃主地牵住了奶奶的⼿。看着⽼⼈那
开⼼的笑脸，我也不由在电梯间⾥留下了⼀串长长的笑声。“赠⼈玫瑰，乎留余
⾹”，真是这个道理噢 ! (举⼿之劳却能收获⽆穷的快乐。电梯间⾥对邻⾥的帮
助，意在体现助⼈与被助之乐。)  
　　 
　　其实，每个⼈的⼼⾥都有⼀座美丽的花园。那神奇的花朵，也许是⼀声轻
轻的问候，也许是⼀次善良的帮助，也许是⼀个宽容的笑脸……朋友，采⼀朵
⼼灵之花送给你⾝边的亲⼈或朋友吧，也许你会收获整个春天。(运⽤排⽐和⽐
喻揭⽰主旨，回答读者通过阅读已经逐渐明了的疑问⼀这是⼀朵什么样的花⼉，
照应了开头。)  
　　 
　　[靓点扫描]  
　　 
　　“给他⼈⼀朵花”本⾝就是富有诗意题⽬，⽂章⾃然要写得富有诗意⼀些才
能与之相衬。这篇考场佳作采⽤发散思维构思，分别赋予这朵花特殊含义，训：
“这朵神奇的花⼉”盛开在“公交车上”，盛开在“熟悉的早餐店⾥”；盛开在“⼩⼩
的电梯间⾥”，⽽在⽂末则归纳了“这朵神奇的花⼉”的象征意象，我们因此对这
朵花的真正含义便明朗起来。正是这和熟悉的场⾯、感⼈的情景、精巧的结构、
如诗的语⾔、朴实⽽⾼远的⽴意让阅卷⽼师青睐有加。 
　　 
　　[临阵拆招]  
　　 
　　1．请采⽤发散思维的⽅法，仿照送他⼈⼀朵花对命题作⽂“绿”加以思路分
解。 
　　 
　　(1)⾃然之绿——植物——美好 
　　 
　　[温情提⽰]词语型命题，它的表意和内涵既可指其本义，也可指其象征、
⽐喻等意义，⽽且重⼼往往在其本质特点上。 
　　 



　　2．请按照提⽰完成对下⾯题⽬的审读， 
　　 
　　题⽬：我最钟情的风景 
　　 
　　要求：( 1 )结合个⼈经历，写⼀篇不少于600字的记叙⽂。( 2 )恰当运⽤记
叙、描写、抒情等表达⽅式，写出真情实感、 ( 3 )⽂中不得透露个⼈和学校信
息。 
　　 
　　(1)对标题的审读：  
　　 
　　(2)对“要求”的审读： 
　　 
　　[温情提⽰]注意仿照上⽂“中考兵法”部分的理论与实例，按照提⽰进⾏有条
理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