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届高考语文二轮复习

作文冲刺提升

高考作文如何写好开头语段

精准突破



 内容索引：
真题回顾体悟

开头技法归纳    

 考场作文实例

强化提升训练



01

开篇:故事，无非遣词造句，起承转合。然而一旦注入人的色彩，往往能抵达

人心，能触动智慧开关，还能攸关命运成长，能微缩出民族发展。听一个好故事，

有时不需亲见主角，也能感受到主角的光辉。(排比句式)

 

结尾:所以，故事不只是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更有结尾:人心相通、力量相传。

故事是人的故事，纵故人不见，其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即使故事被埋进土里，日事仍

照人。渐衰朽，只要有人路过试着一读，它就会生出一股力量跟着他走。

2023高考新高考1卷“好故事有力量”满分作文《故人不见，其事照人》



02

开篇:我们的国度，从不稀缺故事。金声玉振的，凛然千秋的，跌宕离奇的，香艳

温软的，夺人眼球的，撩拨心弦的，都不缺。

好的故事也不少。在金石竹帛，在朝堂庙殿;也在口耳相传，在乡间民巷，在时间

深深处，在记忆柔波里。(排比句式)

结尾:这是我的“好故事”，也可能重叠了一些70后80后的“好故事”。真的谢谢

你，听我讲故事。

——2023年新高考I卷作文“好故事有力量”《返回故事的原乡》



03

开篇:“周围的世界有时太嘈杂”，这种“嘈杂"来自何方?可能来自突发事件，

我们不及旋踵;可能来自日常琐事，我们饱受干扰;可能来自前路未知，我们内耗纠

结。(设问句:排比句式)

结尾: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吾辈青年，需勇于争取并守护一片

属于自己的静地，沉淀自我。即使前路苦乐参半，那看似失去的喧闹，都将以成长

的方式归来。

——2023年新高考Ⅱ卷作文“安静一下不被打扰”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

今时无古贤)



04

开篇:时光悠远，天地长新。逆时针回望往昔，面对时间，人们深感无奈。你看，

古人治学即使惜时如金，皓首也难以穷尽一经;古人出行，“适千里者，三月聚

粮”.…..顺时针凝视当下，科技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社会、人工智能时代，

人们能更好、更精准地掌握时间，人类开始向时间宣战，试图掌控时间。(正反

对比)

结尾:昂山素季说:“我们并不缺少科技，但我们缺乏内心温暖的情怀。”但愿不

要一语成谶。科技发展，是为了美好生活。唯有脚步为马，情怀为舟，一张一弛，

才能使人生既充满劳绩，又诗意栖居。(引用名言)

——2023年全国甲卷作文“技术发展·掌控时间·时间仆人”《脚步为马，情怀

为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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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这道理并不玄奥，但恰

若大道中正，是普行于全人类的。一个真正有格局的人，深深懂得“大家好才是

真的好”。个胸襟不宽广的人，才一心想着“只要我过得比你好”。(引用名言或

俗语)

结尾:多点灯，多铺路，少拆台，少挡路。别人走得顺畅，你也行得坦荡。

——2023年全国乙卷作文“不吹灭别人的灯，不阻挡别人的路”《点一盏灯，

照人照己》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高考作文中，精彩的开头是

凤头，可以吸引评卷人的目光，激发阅读者的兴趣。作文

的开头需注意两点：一是语言简洁，切勿烦琐冗长，拖泥

带水；二是快速入题，观点清晰，切勿含糊不清，故弄玄

虚。常见的作文开头方法有以下八种：



方法一：概述材料，直接入题

破题式开头是议论文最简洁、最鲜明，同时也是操作性

最强的开头方式。以哲理性的语言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

点，给人以雄辩的力量和思想的震撼；或对标题和相关概念

的意义加以解释和阐述，表明自己的观点。



示例

　　能续航真好！人生没有倒带，就好比一帧一帧的时间不可回流。

我们沿着时代的车辙，也延续出我们的人生轨迹。年轻的我们，要努

力让自己的人生和所处的时代，存蓄动力，接续美好。(2023年北京卷

作文《续航》)

点评
　　开门见山，切题准确。这种直截了当的切题方法受到阅卷者的青

睐。



方法二：引用名言，彰显底蕴

开头直接引用或化用名言警句、经典诗文、俗语等，将其作为全

文的中心论点或以此引出论点。这样既可以增加文章的文化内涵，彰

显作者的文学底蕴，还可以增强文章的抒情色彩，从而起到先声夺人、

文采飞扬的艺术效果。



示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如是说。一个个好的故事

，流芳千古；一段段千古佳话，浸泡成一杯杯陈年香茗，历久弥香。它们或

增进交流，引人共鸣，点亮智慧明灯；或改变命运，展现形象，激励继续前

行。顶立于新时代浪尖的昭昭吾辈，更当细品这故事的香茗，汲取力量，奋

然前行。(2023年全国新课标Ⅰ卷作文《品故事香茗，获力量前行》)

点评
　　开篇恰当引用《增广贤文》的句子，生动形象地表明“品故事香茗，获

力量前行”这个主题，增强了文章的诗情画意。



方法三：起兴类比，引人入胜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里所说的“他物”

并非与要写之物无关，相反，两者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这

类文章的开头，作者常常从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写起，花鸟鱼虫、飞

禽走兽，无所不包，化理为形，化虚为实，用形象包蕴思想，同时大

于思想，读来使人口舌生香，回味无穷。



示例

　　黄河之水天上来，使草木生长，五谷丰盈，中华儿女由此得到延续生

命的外部条件。而文化的传承、进步与创新，塑造了中国人敦厚温良的精

神世界。这一切，都离不开人们对学习的重视。学无止境，学思相辅，学

而履之，创造了神州大地上无数的文化硕果。(2022年北京卷作文《学习今

说》)

点评
　　由黄河水对中华儿女的作用起兴，引出文化的传承对中国人精神的作

用，进而指出学习的重要性。



方法四：反弹琵琶，柳暗花明

考生要论证的观点与传统的、一般人的观点相对或相反，而这

些观点从某个角度来说并没有错。为了不引起读者的误解，作文开

头可以先肯定传统的、一般人的观点，然后从“反向”提出自己的

观点。这是一种“反弹琵琶”的开头方法，开场圆满，滴水不漏。



示例

　　武侠小说有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快”，折射出的是侠士

对武学境界的热切向往。时至今日，“快”已经成为一种人们乐于追求、

致力升级的生活状态。然而，时代可以“快”发展，社会可以“快”进步

，技术可以“快”更新，人生的节奏却不能太快，生活的步伐不能太快，

生命的进程不能太快。(2023年全国甲卷作文《享受“快时代”，拒绝“

快生活”》)

点评

　　开头以武侠小说名言为引子，肯定“快时代”。接着“反弹琵琶”，

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拒绝“快生活”。一正一反，深入浅出，富有说服

力。



方法五：整句入题，先声夺人

开头以对偶句、排比句等形式议论点题、抒发情感，既能

凸显文章的文采，又能增强文章凌厉的气势，达到先声夺人的

效果。这已成为近几年高考高分作文中的常见手法。



示例

　　好故事如酒，或芳香，或浓烈，因为真实，它变得醇厚；好故事如

歌，或高昂，或低沉，因为动听，它变得悦耳；好故事如画，或明丽，

或素雅，因为多彩，它变得美丽。(2023年全国新课标Ⅰ卷作文《传承

好故事》)

点评
　　开头句式结构整齐。不仅意象丰富，文采斐然，而且形成强大的气

势，有力地突出了“好故事”的作用，与标题内涵相照应。



方法六：发问质疑，发人深思

文章一开篇便提出疑问或设置悬念，点燃读者的阅读热情，造

成一种新奇感，一步步引导读者更深入地思考，给人一种欲罢不能

之感。

示

例

　　时代浪潮之中，青年如一叶叶轻舟，正扬起理想之帆，欲奔赴远方，然

而现实与时代向青年们发出叩问——何以远航？驶向何方？(2023年上海卷

作文《时代千帆竞发，青年奋楫起航》)

点

评

　　文章开头巧妙设喻，点明青年心怀理想、欲追逐理想，顺势提出“何以

远航？驶向何方？”的问题，引出下文，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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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000033113011132

https://d.book118.com/92500003311301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