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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记叙文的升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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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写作主要是记叙文类型，而中考作文设题也以对学生记叙性

文章的写作能力的考察作为重点。所以，在中考复习阶段进行记叙文升

格训练十分有必要，综合考虑考场写作特点和训练状况，教师应给予学

生必要的写作指导，使学生能够取得理想的写作成绩。基于此，文章将

中考记叙文训练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重点阐述具体的训练方法，希望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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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记叙文写作过程中，不仅要保证书写规整情感表述真
挚，同样也要灵活运用写作技巧，才能够不断提升写作质量。所
以，在备战中考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中考记叙文的升格训练。 

一、掌握与他人说活技巧 
在众多中考作文中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学生的读者意

识严重缺失，具体指的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学生不具备与他人说
话的意识，以此反映出学生在日常思考中，脑中想法主要利用简
洁语言运行。以在“外婆家结识的新朋友”为例，学生在回想此
事情的时候，只要新朋友的样子出现，就会联想到与其相关的事
件与过程。但是，在将其转换成文字表达并给其他人阅读的时候，
就必须要使用较多的描述性语言对事情起因、经过以及结果进行
讲解，才能够使阅读者明白。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在
心中有交流对象，才能够详细地描述写作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学生在不具备读者意识的情况下写作， 明显
的特征表现为：1）对网络语言使用频繁，无法和阅卷教师话语
体系贴近[1]。虽然没有限制对网络语言的应用，但在考场作文中，
对网络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应当诠释阅卷者不太了解的网络语言，
确保其能够理解写作内容。2）受素材选择影响，公共对话空间
缺失。中学生的写作素材一般被局限在学校、家庭与个人范围内，
所以在选择方面个人属性明显，由于生活经历不丰富且没有情境
交代，导致阅卷者无法理解学生写作的目的与核心。3）作文内
容充斥历史题材，并未呈现个人生活体验、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开展中考记叙文升格训练的过程中，
必须要对学生与他人对话的意识进行重点训练。对不同的读者进
行拟定和假想，通过辩论、访谈与书信等诸多表达方法，使学生
对相对应问题的阅读对象进行考虑，并对学生加以引导，使其对
写作话语的表达内容以及方式进行适当调节[2]。 

二、实现情绪的情节化写作 
根据中考作文写作内容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叙事性作文

中的去情节化特征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在整篇作文内容中都不
存在叙事载体，且基本情节的淡化程度严重，甚至是没有。在记
叙文写作中，学生以主观意识为主，文章思路不明晰，使阅卷人
难以了解其写作意图。 

如果写作中缺少情节作为支撑，那么作文内容也会更空洞。
以某考生的文章为例，对父亲关爱进行表达的时候，过多地强调
父亲话语中蕴含的力量，致使内容情节支撑不完善，与空喊口号
类似。同样以此作文主题为例，有考生在写作过程中，通过灵活
运用写作方法，使写作内容更丰富，使阅卷人能够切实感受父爱。
特别是考生利用身边故事，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方式进行表现，
将父子间的爱真实地表达出来[3]。 

在中考写作中，要想实现情绪的情节化发展，学生就应当具
备讲故事的能力，在强调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将个人情感表达出
来，以免情感过于空洞。讲故事也是重要的能力，所以在记叙文
写作过程中，通过情绪情节化写作的训练能够对学生讲故事能力
进行训练。 

三、借助生活小事展现真情 
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将生活当做素材的主要来源，而这

同样也是写作的基本规律。当前，大部分学生在写作中过于追求
新奇，与实际情况严重脱离，使得写作内容与生活距离更远。 

每个学生的生活背景与环境都存在差异，所以情感体验也必

然不同。所以，在记叙文升格训练方面，教师应对学生加以引导，
使其逐渐养成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习惯，只有内容真实，才能够
使作文内容更丰富，也只有情感诊治才能够打动阅卷人。为此，
在升格训练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将学校、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作
为主要的写作来源，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直面生活，对生
活进行仔细观察并体悟生活，真实地记录生活[4]。充分利用日常
生活的真实细节，表达个人的真实情感，并融入写作过程中，才
能够保证写作的质量与效果。 

四、注意情境营造 
根据大部分初中语文教师的反映发现，受考场作文问题不限

的影响，很多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时候与标准要求相背离，导致
叙论混乱，描述内容过于模糊，很难获得理想的分数。 

对于传统的记叙文，不仅要具备叙述六要素，同样也应当强
调情境描述的重要性，通过情感表达与语言文字描述的方式，将
写作意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营造情境方面，要强调细节描
写的重要性，若一味描述和概括，将很难保证作文内容的充实性
与丰富性。 

通常情况下，记叙文的字数在 600 字左右，内容中应涵盖
1-2 处的描写内容，同时还要将细节描写分布在作文整体内容
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作为重点突显出来，并流露学生的文学
情味[5]。基于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与生活阅历的不断封堵，能够
更加灵活地变换写作技巧，不断改善写作内容。学生在记叙文写
作方面，不仅要将重点放在细节描写方面，同样也要充分利用诗
词营养，将其有效地融入到写作内容中，使得文字描述更具诗意
化，使阅卷人在精神方面得到享受。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在写作
过程中，坚决不允许随意堆砌内容，也不应当过于单调地描述，
导致写作素材干燥且缺少情感体验，难以获得理想的写作分数。 

五、注重文本作用 
虽然有部分中考作文对文体没有限制，但并不是不考虑文

体。因为单纯记叙文和叙事散文也存在差异，而很多学生为追求
新奇，不会过多考虑写作文体之间的差异。记叙文就是以一件事
情为主，强调事情起因、经过与结果，尤其是要详细地阐述过程。
但是叙事散文则不同，只要核心不散无需详细描述所有内容。对
于议论文叙事来讲，只要大致描述即可[6]。但因为学生并没有准
确地区分并把握文体的常识内容，所以导致作文问题混乱，直接
影响作文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中考记叙文升格训练的过程中，教师应
引导学生正确认知文本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写作习惯，并在作
文训练中获得较强的写作经验。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中考记叙文升格训练中，教师应把握
学生的写作能力，结合考试作文的规定和要求，采取具有针对性
的训练措施。特别是在备战中考期间，一定要注重学生记叙文写
作技巧的培养与训练，掌握与他人说活技巧、实现情绪的情节化
写作、借助生活小事展现真情、注意情境营造、注重文本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记叙文升格训练中熟练掌握并灵活运
用写作技巧，并在中考写作中，不断充实写作内容，提高写作质
量，使阅卷人理解学生的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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