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论文写作指导

一、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模式

                             引论（提出论点）                        

                                   论证分论点①： 论据①+分析论证

A、并列式     本论   论证分论点②：论据②+分析论证     并列                                                                             

                                   论证分论点③：论据③ +分析论证

                         结论（回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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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模式

                             引论（提出论点）                        

                                                                           论点

                                                                        正面    论据  （理论、事实）

                                                                                    小结 

B、对照式         本论（证明论点）                                                            对照      

                                                                                     论点

                                                                反面    论据  （理论、事实）

                                                                                    小结

                             结论（评析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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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模式

                              引论（提出论点或论题）                        

                                                        论证分论点①： 回答是什么

C、层进式   本论（证明论点）   论证分论点②：回答为什么    层进                                                                     

                                                         论证分论点③：回答怎么办

                        结论（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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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章论据运用 



论据的运用上需要走出几个误区：

     A、论据不是越多越好。 

    B、论据不能只有事实论据的举证，而
没有理论分析。 

    C、论据不要重复使用同一类型的事例
。 

    D、论据不可满足于正面举例 。  



（一）论据运用



同一材料可以改变叙述材料要点来证明不同观点

                 司马迁从小就随任太史令的父亲读《春秋
》、《尚书》，20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游览、考察，

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名人旧址。接着继承父业，
立下志向，要写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大量
阅读国家藏书、历史资料。受宫刑后，他想到了死，
但他又想到著述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决心“
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的宿愿。最终他写成了被誉
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论点一:  逆境出人才；论点二：有志者，事竟成。



     改： 西汉司马迁因替投降

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被汉武帝处以
“宫刑”，身体受到摧残，精神
受到折磨，曾经痛不欲生。但为
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忍辱负重，
经过前后十六年含辛茹苦，用生
命写成巨著《史记》。司马迁无
故蒙冤，身受极刑，可谓不顺到
了极点，但他靠着坚强的毅力，
不懈的精神，撰写巨著，终成一
代大家，成为逆境中开出的一朵
绚丽的花。

论点：逆境出人才

材料始终抓住论点“逆境出人才”，叙述司马迁如何身处逆境，
如何成才 。

原：司马迁从小就随任太史令
的父亲读《春秋》、《尚书
》，20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游

览、考察，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各地的名人旧址。接着继承父
业，立下志向，要写一部“成
一家之言”的史书，大量阅读
国家藏书、历史资料。受宫刑
后，他想到了死，但他又想到
著述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
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
的宿愿。最终他写成了被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



      司马迁立下志向，要

继承父业，写一部“成
一家之言”的史书。他
读《春秋》、《尚书
》。20岁开始漫长而艰

苦的游览、考察，足迹
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名
人旧址。之后又大量阅
读国家藏书、历史资料。
最终写成了被誉为“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

论点：有志者，事竟成

原：司马迁从小就随任太
史令的父亲读《春秋》、
《尚书》，20岁开始漫长

而艰苦的游览、考察，足
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名
人旧址。接着继承父业，
立下志向，要写一部“成
一家之言”的史书，大量
阅读国家藏书、历史资料。
受宫刑后，他想到了死，
但他又想到著述没有完成，
不应轻于一死，决心“隐
忍苟活”以完成自己的宿
愿。最终他写成了被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的《史记》。



1、鞋带虽不值几文，但在关键时刻也能派上大用场，
实现自身的价值。社会生活中众多的平民百姓，贫贱而
卑微，虽无显赫的地位，但他们在劳动中，能解决许多
实际问题，创造新的价值，他们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人才”。

2、鞋带虽旧却有用，物不在贵贱，在实用，以外表取人，
依贵贱论人，往往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一位中学生买了副新鞋带，就把旧鞋带丢在了路边，一名男士由
于饱食，走路时绷断了腰带，十分狼狈，路边的旧鞋带帮了他的大
忙；在他买了新腰带之后，旧鞋带又被丢在路旁。一位购粮者，用
自行驮着几袋面粉，有一袋没扎好口，只得推车缓缓而行，路边的
旧鞋带使他如获至宝；他骑车到家，解下旧鞋带扔进了垃圾堆。一
个乞丐翻捡垃圾，发现了旧鞋带，忙拣起来穿进鞋眼，那双破鞋立
刻变得十分跟脚……



（二）论据分析的几种
方法

1、探因分析法

2、评析法：

3、反向假设法：

小结：
      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都要紧扣论点（分论点），且

不能脱离材料。

4.比较分析法



1.探因分析法

        就是对事例中的行为，沿着“为什么”这条思路，
探究其根源，发现其本质，使内容逐步深化。如 ：

 论点：人要立志

事例：据说，牛顿小时候并不聪明，有一次，父亲叫他
在门上打个洞，让大猫和小猫出入方便一些，他却打了
两个洞，说是因为有两只小动物。尽管如此，牛顿在立
志探索科学的奥妙过程中，因刻苦钻研，取得累累硕果。

论证（分析）：一个人立了志，就像机器上安装了发动机，
就有了使不完的劲。牛顿就是因为在这“使不完的劲”的
推动下，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著名的科学家。



2.评析法：对论据内容进行评价

如：崇高的理想         论点：崇高的理想

事例:(我国历史上创下过辉煌业绩的一大批爱国者
的事迹)

论证（分析）：所有这些人，都是有伟大理想并坚决
为他们的伟大理想而斗争的人。他们的理想不是为了
哪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符合广大人们的
利益。他们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有些人家可以不要，
有些人生命可以抛弃，有些人真正是做到了“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这样的一
些人，永远不会从人民的心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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