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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初中语文话题作文写作指导

江苏省靖江外国语学校夏江为

话题作文是初中语文作文的重要形式之一。要求学生依据材料提供的话题进行写作，既要紧扣中心。也要不超出范围。通常，

话题作文的话题并非题目。教师应指导学生判断所给的内容与主题。然而，由于初中生的语文知识积累不足，写作经验较为缺乏，

无论是在审题立意还是在构思写作上都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教师应指导学生把握话题作文写作要领，攻克写作难关。

1．审清题意，确定中心

阅读材料，审清题意是话题作文写作的关键环节，作文的立意与构思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作文主题之上。通常。话题作文审

题难度相对较低。写作范围较为灵活与宽泛，但这并不意昧着写作过程可以信马由缰。正确审题是避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的低分作文的重要手段之一。初中话题作文由话题材料、提示语、话题以及要求四部分构成，在审题开始前，教师应当向学生介

绍这几部分的主要作用：通过话题材料明确写作意图，通过话题确定写作内容，通过提示语理清写作思路，最终明确写作要求。

审题过程既要读懂材料，又要结合要求确定话题中心。这是审题立意的基本要领所在。

在话题作文审题过程中，部分学生只关注话题与要求，忽略话题材料，造成作文与话题材料脱节的状况。针对这种现状，教

师应当引导学生进行话题材料分析，为学生做出示范，让学生认识到话题材料出能够引出话题。还会对写作起到指导作用，从而

帮助学生理解话题，把握写作方向，正确选取作文素材。在确定作文中心时，学生可以采取以自身认知为圆心，以作文话题为半

径画圆的技巧，将所有有关素材整理选择。最终确定作文主题。

例如。一篇材料给出“牵挂是什么?牵挂是一种思念，是一种情怀，是母亲孤独的守望，是游子思念的怅惘”，以“牵挂”

为话题进行写作。除诗歌外，文体不限，题目自拟．不少于800字。通过对材料的仔细阅读，学生能够自然联想到孟郊的《游子

吟》一诗，能够想到“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游子对故乡的深深牵挂等。材料中的暗示部分，对于学生的写作构思起到了

重要的导向作用，只有准确理解了材料导向，才能够写出切合话题的优秀作文。

2．创新思路，思如泉涌

话题作文的行文思路通常有两种基本模式， “纵式结构”和“横式结构”。纵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情感发展等进行顺

序，常用于写人记事的作文。其中以“我”的情感变化展开的作文更加适合这种结构，以问题作为切入点的议论文也由分析顺序

为引进行纵式写作。而横式结构通常以时间转换为顺序，或用于书写具有并列关系的文章，例如活动纪实或者经验总结。

除基本行文结构外，学生还可以创新写作思路，彰显初中生活力。例如，在进行以“初三”为话题的作文写作时，由于紧扣学生

生活，在写作中涌现出众多新鲜的写作思路。第一。一词经纬。全文以“忙”字立骨，早晨’隘忙，中午匆忙，晚上急忙。描绘出

初三学生的忙碌生活场景。第二，剪辑式。将学生的生活片段进行剪辑拼合，连缀出一篇妙趣横生的初三生活图景。第三，剧本

式，将午休作为写作切入点，通过描写三科教师“切割”午休时间的故事表现主题。第四，辐射式。全文以若干“初三就是

⋯⋯”展开描述，一段锁定一个点，进而铺展开初三生活的酸甜苦辣。第五，作息时间表。初三课业繁忙，一张作息时间表，往

往能够成为透视初三生活的窗口。思路的创新与拓宽．能够让学生挥洒个性，思如泉涌。

3．合理联想。深化主题

合理运用联想是话题作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技巧。联想，即由一个事物想到另一事物。通过将感受到的新事物与记忆中想到的

事物相联系，形成一种短暂的联系。联想的触发通常由于事物在时间或是空间上的接近。例如，提起“童年”，学生常常会想到

童年的各种趣事：提起“清澈的河水”．学生常会联想到在水中自在嬉戏的鱼儿。有的联想是由于不同实质的事物有着特定的相

似之处，例如看到生机勃发的春天，学生常会联想到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因此，在话题作文的写作过程中，学生可以由“母亲的

手”想到母亲的辛苦劳作，由“父亲的背影”联想到父亲为家庭的默默付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进行联想训练．

拓展思维，追忆联想，对比联想都是值得关注的技巧。例如，在书写以“爱”为话题的作文时，教师可以先指导学生进行追忆联

想，曾经感受过哪些人的爱，再进一步进行对比联想，哪些人需要爱呢?思维的活跃能够使学生挑选出最为感动的事情进行写作

。运用联想能够帮助学生深化主题，例如，在进行“保护环境”话题的写作时，学生可以对未来的地球生态状况进行推测，进而

唤醒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还可以运用错觉或幻觉进行想象，进而实现多作文主题的深化与立意的新颖化。

初中话题作文的写作只有把握要领。才能够攻克难关。在进行写作指导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关注材料，正确审题，进

而确定作文立意，创新写作思路，挣脱写作瓶颈，文思泉涌，佳作频频，合理运用联想，拓展写作内容，深化作文主题。作文写

作离不开平时的积累与训练，要领的掌握也需要不断的运用于思考，因此，教师应当对学生的写作进行耐心指导，引导学生写好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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