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教育论坛: 3卷12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众所周知，中考语文的作文分值是所有学生的“必

争之地”，是老师们和学生们为提高中考作文分数“寻寻

觅觅”、“上下求索”的原因。很多人说“得作文者得天

下”，而写好中考作文的首要前提莫过于掌握中考作文语

言准确的方法。不少初中学生的作文都是语言枯燥、乏

味、缺少色彩，但如果掌握了使语言准确的方法，在作

文分数的提高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文采熠熠生辉

指日可待。1

一、力求精炼　反复锤炼

国外一位知名作家福楼拜曾将他领悟出的写作真

谛倾情传授给其学生莫泊桑，一个句子往往可以通过精

炼的形容词和动词表现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个

唯一的形容词和动词。说到底，福楼拜先生的话表明了

写作用词准确的重要性。一般来说，要想写出文从字顺

的好文章，关键是要借助最精炼的语言，而语言“唯一

性”的实现，就是要在写作过程中严格选择恰当、合适

的，最具有表现形式的语言，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到作

文中。要注意的是，精炼的语言不等同于简单，而是用

最精准、凝炼的语言去表达丰富的思想内涵。古人云：

“精炼诗句一头霜”足以证明使语言精炼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而是需要反复推敲锤炼。

2019 年，哈尔滨市的一名同学所作文章《彼岸并不

遥远》以开门见山式的开头写道：“洈水水库，烟波浩

淼，碧水荡漾，是喜欢游泳之人心中的圣地。”寥寥几

笔，言简意赅，环境描写优美凝练，既展现了活动背景，

又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精炼性的语言，既有价值又兼具表现力。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于丹曾指出，真正的文化经典是可以变得深

刻，也可以变得简单的，前者构建它的精神内涵，后者

成为它的表面形式，二者并不矛盾。文化谓之，语言亦

然。

二、准确流畅　通顺自然

汉语词语丰富、精密，世间万物也千差万别。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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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要提高语言的流畅度，就需要我们得体地运用规

范化语言文字，忌拖泥带水。作者也要学会选取恰当、

合适的语言运用到作文中。不仅要符合语境，还要注意

感情色彩。拿符合语言规范的要求来说，尤其要注意一

下几个方面，如：合理使用关联词，避免出现错误搭配；

注意语序，逻辑紧密，避免出现语序不当，不合逻辑。

细节决定成败，要想写好作文就要把握好每一个细节点，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要让细小的问题，影响整篇

作文。

比如，2009 年贵州遵义中考作文以《我读懂了 ...》

题目，学生通过描写了雨滴而发出了对生命的感悟，写

道：“虽然短暂，也要美丽一次，留下印迹 ...”，如果在

最后一句中，将“虽然”改为“即使”就更准确了。

三、生动形象　锦上添花

在行文表达流畅自然的情况下，若能章词亮丽活

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定能“拔得头筹”。相信会有

很多学生会面临表达语言乏味、贫瘠、单一的窘境。例

如：形容着急必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形容身姿必

说“像笔直的哨兵”，形容眼睛必说“像黑珍珠般”... 诸

如此类的千篇一律的词汇，实在让人读之无谓。这样格

式化的语言，早已不是学生的“救命稻草”。却是影响作

文语言提升的一大障碍。基于当前语文教育的课程标准，

我们可以得知，对于写作给出了这样的定位：写作作为

人们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以语言文字作为媒

介，形成了人们探索世界与自我，并将其创造性表述出

来的这样一个过程。该标准在“评价建议”板块也倡导

社会应当鼓励人们进行创意表达。由此可见，有创意的

表达是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项能力。人们要

想进行创意表达，首先应当建立在创新、形象、生动的

基础上，避免出现模式化、大众化、机械化等误区。摒

弃粗糙、肤浅、空洞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细腻的、深

刻的、华丽的词语。这种“有创意的表达”如夏日甘泉，

沁人心脾。

2010 年齐齐哈尔《扬起风帆，勇往直前》，这篇满

分作文中，一字一句像灵动的音符，跳跃在笔尖上，增

色了佳篇。文中令人这样的话语使人印象深刻：“但那抹

掉的却是宏图大志，坚韧正直，而想要坚守这份纯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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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幻想的，也只有那些隐居者了吧？”作者的语言十分

艺术化，将开端和结尾给以深刻的含义，技巧性使用了

一些精妙词语，隐秘地为该文增加意蕴，也让读者对于

人生的升降、荣辱、得失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由此可见，生动形象的语言完全可以在学生的笔端

流淌出来，在平时只要多加积累，稍作修饰，将清新隽

逸的语言润色于作文中，并能将此成为一种优秀的习惯，

何愁语言缺乏生动呢？

四、巧用修辞　润色语言

我们知道，书评家萧乾曾提点我们，文字是天然含

蓄的。针对同样一个文思，不同的是写出来也会是不同

的效果，或苍白干瘪，或回味深远。要想在中考作文中

点石成金，平添作文的气势与色彩，能巧妙运用修辞方

法是最好不过了。我们试看下面两组句子：

1、秋天，落叶落下了。

2、秋高气爽的秋天里，落叶伴随萧瑟的秋风，些许

急性的孤零零的落下。

第一句的表述，苍白无力，没有心引力。第二句稍

加修饰，将落叶赋予了人的形态，整个句子读起来就充

满生气，意境也随之而来。

1、海风升起了，阳光洒在海面上。

2、慢慢地，海风渐起，波光粼粼，阳光温柔地洒在

海面上，海面就像打碎了的金色翡翠，像一闪一闪的星

星眨着眼，时隐时现，像璀璨夺目的金子，争先恐后的

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不由得引人怜悯。

第一句平平无味，表述没有一丝波澜。第二句善用

修辞，巧妙的将比喻、拟人、排比揉合在一起，巧妙联

用，文采跃然纸上。将海面比作翡翠、星星、金子，用

颜色的碰撞突出海面金光闪闪的特点。“眨着眼、争前恐

后”化抽象为具体，十分有灵性。表述显然充满意蕴，

读起来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意味。修辞是句子的灵魂，更

是一个句子的点睛之笔，如果用的巧妙就会让句子变得

有深度，读起来口角噙香。

比如一篇 2018 年山东济南满分中考作文《像空气一

样的母爱》作者题目巧用比喻修辞，像母爱比作空气，

比喻贴切想象，母爱就像空气一般，如影随形又不可或

缺，作者的题目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再看节选内容中

将妈妈比作没有甲壳的乌龟，被作者“扎伤”，作者用细

腻生动的语言将和妈妈发生矛盾的场景再现，修辞手法

再一次加深了当时矛盾的紧张感，这些修辞手法如果运

用自如，会是对作文语言生动性最易得的帮助。

五、善用名例　诗词助之

文章善于运用名人故事和真实例子来提高文章真实

度，升华文章境界，增加文章可读性，读者也能从中感

受到无限乐趣，也更具感染力。一些强有力的名人故事

会增加文章的可读性，这些材料为作文服务，使作文的

语言变得充实而饱满。

比如以福楼拜和文天祥为例的相关范文这样进行了

描述：福楼拜说过：“珍珠是牡蛎病痛的直接的产物，作

家精美文章是深沉痛苦的产物。”文天祥曾在元兵攻打江

南之际，奉旨出使元兵，在其四处流浪，颠沛流离之时，

写出了著名诗歌《指南录》，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并传颂至今。

可见，作者福楼拜和爱国英雄文天祥的事例，都在

为作文的中心服务，而这些名人的事例会使作文的语言

变得有力量。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借事例代替平

铺直叙会使作文在平凡之中彰显卓越，会使读者更能享

受语言带来的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我们深深挖掘，古人诚不欺

我，古文典籍所容纳的文化底蕴会带给人们无限思考。

在中考作文中，如果能充分运用“旧壶装新酒”这一写

作技能，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些具有深厚诗

词底蕴的学生，通常能信手拈来地运用到作文中，为自

己的作文语言加分，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文章的气韵，

无疑会使得该文最终会大放光彩。

六、幽默“话风”　引人入胜

文章语言幽默，人人都爱读。《辞海》对“幽默”做

出了这样一个定义，通过运用夸张等表现手段，悄然将

荒唐和合理等，这样属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等特

征融为一体。如若能将幽默的话语与作文语言合理的捏

合在一起，会形成别样的风采。

让人耳目一新的一篇满分作文还有这篇，源自 2018

年枣庄中考，作者将教室的最后一排比作边疆，去那的

学生是被“发配”去的，考试出错则是“大意失荆州”。

作者幽默诙谐的画风，让人难以忘怀。在以上的语言中

无不体现着作者的智慧和坚实的写作基础。

总之，中考语文作文分数的提高，不仅需要技巧上

的娴熟、字句间的精巧把握，同时更在于平时一字一句

的积累。很多时候丰富课外的积累会让学生们在考场上

充满自信，名句名例“信手拈来”。只要平时多观察、多

思考、多积累定能在作文中起到语言“化平庸为神奇”

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