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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678录取吧”
全媒体高招平台来了

2024“追光梦校”

对写好高考作文的若干提醒

2024年高考在即，这趟追光梦校的
旅程即将迎来终点。亲爱的少年，求知
路上所有的期待与汗水，都将成为青春
记忆里动人的诗篇。5月28日，现代快
报“678录取吧”全媒体高招平台再次陪
伴在广大考生和家长身边，与大家一起
追光梦校。愿你提笔征战四方，磨剑十
年试锋芒！

“678录取吧”全媒体高招平台是现

代快报重点打造的资讯平台。校长祝
福、现场直击、权威发布、招考专家说
……这些品牌栏目每年都给考生带来满
满干货，大家不仅可以提前获取梦想大
学的高招资讯，还有最专业的志愿填报
建议，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考生和家长答
疑解惑。

从备考建议到考后服务，从官方政
策到热点关注，“678录取吧”全媒体高
招平台将全程陪伴 2024 届高考考生。
你想了解哪所学校？想听哪位招考专家
介绍最新政策？欢迎考生和家长随时留
言，现代快报记者帮你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楠 黄艳

一起来看南京市金陵中学著名语文特级教师
喻旭初的高考作文考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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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搞清正常写作与高考作文的
不同，两者有共同点，都是用文字来表
达。区别是：正常写作是主动表达，写什
么，怎么写，全由自己决定，不受任何限
制，也不必在意别人的评价；它是与自己
的心灵交流，与世界对话，是有感而发，抒
写真情，表现自我。而高考作文，是被动
表达，写什么，怎么写，全由考题决定，由
不得自己，最后要用分数来量化；它是无
感也要发，虚拟情境，迎合需要；它限制性
极强，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从某种意义上
说，高考这篇作文决定了你的命运，所以
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得分，是高考作文的
终极目标。

一、要学会换位思考
要写好高考作文，除了其他一些因

素外，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一定要有
“读者意识”。就考场来说，你的作文的
读者就是阅卷老师，那你就要站在他的
角度去考虑问题。要想一想，如果你是
阅卷老师，你喜欢看什么样的文章。根
据我多年的观察，多数阅卷老师喜欢看
生动有趣的记叙文、有新颖观点的议论
文和洋溢真情的抒情文。总之，爱看内
容新鲜的、有个性特点的、与众不同的文
章，不喜欢四平八稳的、平淡无味的文
章。既然如此，那你就要在确保扣题的
前提下，努力写出让阅卷老师喜欢看的
文章。

下面说说如何满足阅卷老师这个
“读者”的需要。

（一）要消除他的“审美疲劳”
每位阅卷老师每天要面对大量的同

题作文，看多了，看久了，必然会产生“审
美疲劳”。要消除他的这种疲劳，有效的
对策是制造一点“比较优势”，即选择自己
能写好的某个方面予以充分展开，使他能
感到眼前一亮。没有人能拥有“绝对优
势”，但每个人通过努力还是能展示一点

“比较优势”的，做到局部取胜。

（二）要重视他的“跳读印象”
当下的电脑阅卷是一个快速阅读与

直观判断相结合的过程，基本上是跳跃式
的快速浏览，因为看得极快，所以很难看
得很细。由于阅卷时间有限，关注点是有
轻重区别的。他的细读区域往往集中在
以下方面：作文标题、开头结尾、文中的特
殊语句（记叙文的细节描写、议论文的说
理片段）和所举的例子（议论文中作为论
据的人物、故事、引文）。既然如此，那你
就要在他关注的“细读区”上下功夫。

（三）要让他看到你的“与众不同”
如何在阅卷老师关注的“细读区”引

起他注意呢？以下方法供选用：（1）标
题：可以是一个词、一个观点、一句古诗，
也可以是一个问句。（2）开头：或简明扼
要亮出观点，或引用一段诗文，或说一个
小故事，或用几句优美的话诠释题意。
（3）结尾：或用简明语句总结全文，或用
抒情笔调点题，或提个问题发人深思。
（4）特殊语句：记叙文中生动的细节描写
（尤其是动词用得好），议论文中的辩证
说理。（5）所举例子：或引用别人没有引
用过的名句警句（要用得恰当，老师能看
得懂），或举了别人没有举过的新鲜事例
（现实的人或事）。如能做到上述五条中
的两条，就能让他感到你的“与众不同”，
你就超过了许多人。

二、要清除两个思想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我不知写什么”
其实，可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请你

好好想一想：（1）学过的课文，看有没有
可以吸取的内容。（2）政治课上学过的哲
学常识，看有没有可以运用的原理。（3）
历史课上学过的中外史实，看有没有能
为我所用的材料。（4）读过的课外书，看
有没有可用的片段。（5）平时常读的报
刊，看有没有可引用的资料。（6）以往看
过的影视作品，看有没有可供参考的情
节。（7）平时自己写得较好的作文，看能
不能加以改造。（8）以往老师讲评过的佳
作，看有没有可供借鉴的地方。（9）手机
微信里的时事新闻，看有没有可以局部
引用的。（10）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居住地发生过的新

鲜事，看有没有可以写进文

章的。这一条最重要，因为只有这一条
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不要以为只
有写伟人、名流、模范、先进人物才行，其
实，写自己、写亲友、写普通的人，只要符
合题意，又倾注了真情，照样能出好文
章，照样可以得高分。歌中唱得好：“平
平淡淡才是真。”“真心的话，开心的泪，
在你我心里流动……平凡的人给我最多
感动。”

第二个障碍：“我不知怎么写”
先说议论文。在确保符合题意、观

点正确的前提下，不妨作如下思考：（1）
题目能不能新一点？比如，用设问句做
题，或用古诗文名句做题，甚至用数学公
式做题（如 8-1>8）。（2）论证能否新一
点？比如，例子新，尽量以自己熟悉的人
和事为例；引文新，尽量多用近两年来新
公布的资料、数据。（3）用词能否新一
点？比如，引用一点网络新词语，或引用
有影响力的歌词，或引用生动的群众口
头语言。

再说记叙文。（1）在材料的组合上，
能不能用“三”去代替平铺直叙的“一”？
比如，用三个时段，或三处场所，或三次
对话，或三组镜头，等等。（2）在结构安排
上，能否运用倒叙，或设置悬念来增强故
事的曲折性？（3）在人称使用上，能否采
用第一人称，使表达真实、亲切？（4）在文
体样式上，能否用日记或书信去替代记
叙文的外部表现形态？（5）在题材的选择
上，既可写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故事，也
可以在符合题意的前提下写悲剧，只要
把握得好，有时悲剧故事更能震撼人心，
令人感动。

三、要避免一些误区

高考作文要懂得规避，不要用多数
阅卷老师不喜欢的写法，不要违反相关
的规矩。以下误区必须避开：

（一）取材的“五不”
（1）不要用已被用滥了的中外文化

名人的例子，因为这些人物大家都知道，
已毫无新鲜感，多数阅卷老师看了就厌
烦。（2）不要写敏感的、有争议的人物和
事件，因为你掌握的材料很有限，不容易
说清楚，说不清就说不准。

（3）不要写不合高三年龄特征的低幼化
的故事，一写到自己的成长，就从幼儿园
写到高中毕业，太单调，很肤浅，阅卷老
师不想看。（4）不要写语文老师看不懂的
科幻故事，他看不懂，就可能判你偏题，
得分就低。（5）不要模仿近几年知名度较
高的高考佳作，因为老师们对它们很熟
悉，如果模仿痕迹明显，会判为“仿作”，
甚至认为你“抄袭”，那就完了。

（二）叙事的“四不”
（1）不要动不动就“突然”“忽然”，因

为这样写使故事缺乏过程，既不自然，也
不完整。（2）不要动不动就“热泪盈眶”

“眼泪哗地一下就掉下来了”，太夸张，不
真实，因为生活中真能让人流泪的时候
很少。（3）不要在人物对话中讲境界很高
的大道理，明明是普通人，而说的话却像
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不合实际，过于
荒唐。（4）不要把故事写得过于含蓄，这
很可能使老师因阅卷速度快而一时看不
懂你的立意，这就容易被判为偏题。

（三）议论的“三不”
（1）不要引用名人的话太多而淹没

了自己的观点，这容易给阅卷老师“这
个考生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不好印象。
（2）不要运用晦涩的词语，特别不要引
用连自己也未必能理解的西方哲理，这
很容易给阅卷老师“这个考生故作高深
忽悠人”的印象，从而在心里产生反感，
那得分就低了。（3）不要为了表明自己
有志气而大写豪言壮语，更不要在结尾
处写“让我们……吧”这类号召性的话，
这跟你的身份不符，也容易使文章犯假
大空的毛病。

高考既是对你知识运用能力的考
查，也是对你心理素质的测试。同学们
一定要拥有一份好的心态，以一颗平常
心去面对。充满自信，沉着应对，就定
然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