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届高考语文二轮复习

作文冲刺提升

漫画作文审题、立意精准突破



 内容索引：
真题回顾体悟 

审题技法归纳   

 写作技法归纳



(2021·全国新高考卷Ⅱ)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唐光雨漫画作品，有改动)

【注】描红：用毛笔蘸墨在红模子上描着写字。



请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寓意写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认识与评价、鉴

别与取舍，体现新时代青年的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作文以“人”字漫画为题，给考生提供足够的写作空间任其驰骋。漫

画材料没有标题，从四幅漫画看，不妨把标题拟定为：如何写人？

从画面内容及蕴含的意思看，四幅图聚焦：如何写成一个完美的端方

的“人”字？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图1“撇”，书写说明是“逆锋起笔，藏而不露”，结合“起”字，“

藏”可理解为贮藏、隐藏之意。可意指：人生之始应敢于迎难而上，适时

积累并隐藏自己的能力、实力，不外露、张扬、虚浮。

图2的书写说明是“中锋用笔，不偏不倚”，蕴含的道理是人生应该在

有为的过程中不偏不倚，不偏私，不履斜，不取巧，踏实勤恳，为人做事

适宜得体，端方正直。

图3的书写说明是“停滞迂回，缓缓出头”，其意为“人”字的那一捺

在收笔时要顿一顿，实则是说，人之行事和为人做事讲求方式方略，即使

胜利在望，在收官阶段也要行稳，不要轻率冒进、仓促而为。

图4是一个完美的、端方的“人”字。意思是：方正的“人”字写出来



后，就可以让他人去描红、去模仿，成为别人的榜样了。

结合以上对四幅画内容的分析，再联系现实，考生可以从以下方面选

择立意：

①谈“如何做人”或“书写人生”。可以谈一个完美端方的人，在人

生的每一个阶段，应该如何立身行事。

②谈人生如何起步，如何追求目标、追求理想，如何做事立人、追求

美好。

③探讨如何看待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并结合当下辩证思考，写出

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

自己鲜明的人生抉择。



漫画作文的审题技法



漫画作文是新材料作文的一种特殊形式，材料的实质是图文结合。写

作的过程，要求把图画转化为文字(漫画中的文字尤其要引起注意)，此外

还要联系漫画多具有讽刺性的特点以及现实生活加以思考。

漫画作文审题立意，主要要注意以下方面：

1．看标题

标题往往告知人们图画的主题思想，是图画的“眼睛”。透过这“眼

睛”，我们可洞察图画的主题。所以审读时首先要看标题是什么，然后再

把标题同图画的内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容易弄清图画的寓意所在。

一些漫画材料可能没有标题(如2021年全国新高考卷Ⅱ作文)，不妨根据漫

画内容拟定一个话题标题。



2．观画面

对于以图画为材料的作文，分析画面是解题的重要环节。画面上的每

一个细节都对表达图画的寓意有提示作用。因此，我们在审读图画题时，

一定要仔细、全面、认真地观察画面。一些材料作文由几幅画面组成，在

观察画面时，要细细查看出画面的细微变化与不同之处。这些变化与不同

之处，往往是漫画的寓意所在。

【例1】 仔细观察下面这幅石榴图，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

章。(60分)



这幅图画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有启示意义。请就此写一篇文

章，表达你的观点和思考。

要求：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寓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通过观画面得知：石榴没成熟时，没有绽开，石榴成熟了，就绽开了。

两个石榴的区别在于，成熟的必然是想开的。由此可以得出立意：想开了，

把一切都看开了，也就成熟了。

3．读注释

图画是一门艺术，为了表达其寓意，题目常常配有言简意赅、画龙点

睛的注释文字。这注释是弄清图画寓意的一把金钥匙，考生必须仔细品味，



思考其所隐含的信息和观点。

【例2】 (2019·课标全国卷Ⅲ)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根据要求写一

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

(据“小林漫画”作品改编)

要求：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寓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上述漫画材料作文的画面中配图文字“毕业前最后一节课。老师说：

‘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就是理解漫画的核心所在。通过配

图文字，我们看出这是一幅师生临考前在教室的画面。结合画面内容，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立意：

①从学生的角度：亲其师而信其道，感恩老师。毕业不是学业的结束，

而是另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作为学生应以最真挚、纯粹、朴素的情感铭

记师恩，告别过去，重新出发，去追求更大的梦想，去成就更好的自己。

②从老师的角度：守望学生，期许学生能够实现梦想，不负青春。每

当毕业季，看着朝夕相伴的学生即将踏上人生新的征途，老师们都会百感

交集。从这个角度切入，可写的内容很多，可以呈现老师在特定情境中的



那份欣慰、伤感、期许、眷恋、担忧等，审视老师对学生那份深沉的爱。

③从老师和学生的综合角度：师生关系应和谐发展。老师春风化雨，

唱响“爱的奉献”；学生“负命”前行，演绎“青春精彩”。写作时，要

将二者结合起来考量：一方面要肯定老师的无私付出、对学生的爱和栽培；

另一方面要突出学生如何回应老师的爱，毕业后如何走向更好的未来。

4．析夸张

很多图画常常对人物行为或场景描绘进行变形夸张，以达到讽刺或警

世的目的，引起观者共鸣。夸张之处往往就是图画的弦外之音，是图画所

要表达的寓意所在。所以，审读题目时必须注意图画的夸张之处。



【例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

在大数据时代，各类软件纷纷采用“用户定制”的方式，根据你的浏

览记录不断优化针对你的内容推送，仿佛你身边有个“周到”的管家，无

时无刻不在留意你，记录下你的兴趣、喜好，然后竭尽所能地“满足”你

的品位。人们逐渐被大数据引入“信息茧房”之中，获得的信息单一闭塞。



对于如何破除“信息茧房”，你有何思考或建议？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上述漫画材料作文中三个人的茧房，大小不一，这是变形的夸张。通

过变形的夸张，我们可以感受到，无论网络多么发达，我们还是作茧自缚。

由此可以看出立意：

①从“信息茧房”破“茧”而生。

②以理性之光破“信息茧房”。

③广开信息源流，慎取为我所用。



    5．联现实

图画大多具有针砭时弊、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功能，解读时必须展开

想象，跳出画面，联系现实，揣摩画外之音。考生要多角度思考，切

忌就画论画。例如2021年全国新高考卷Ⅱ的作文，我们不能只停在书

法“写人”上，还应从“写人”联想到“做人”。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题目。(5分)

上述漫画给我们以启示。请你结合启示与自身发展写一篇文章，体现

你的思考与认识。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认真阅读上述画面及文字，写出你的立意角度及立论观点。



【答案】

①从加、减、乘、除符号给我们的思考与认识综合起来分析，可立意为“善做加减

乘除法，走好人生之路”。

②从“以加法快乐”的角度分析，可立意为“添加美好，快乐人生”“叠加快乐，

让人生更幸福”“多感受人生幸福，让人生之路顺畅”等，也可以延伸到个人学习、

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等多个方向，写出有加法的加持，从而让其更美好。

③从“用减法生活”的角度分析，可立意为“减去过重负担，让心灵更惬意”“删

繁就简，看得更透彻，活得更轻松”“减去贪欲，成就本色人生”等。

④从“以乘法感恩”的角度分析，可立意为“要用加倍感恩的态度对待人生”“感

恩生活，幸福人生”等。

⑤从“用除法放下”的角度分析，可立意为“放下怨念，走好人生路”“放下烦恼，

快乐生活”等。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16214131052010110

https://d.book118.com/81621413105201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