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一　8课时打造考场一类文
课时2　中心明确

链接教材：七上第五单元写作“如何突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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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安徽)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

　　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梁启超《最苦与

最乐》)

　　虽然我们的工作条件带给我们许多困难，但是我们

仍然觉得很快乐。(艾芙·居里《美丽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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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乐”有怎样的认识与思考？或者，在学习与
生活中，你有哪些关于“乐”的经历和感悟？请结合上
述材料，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作文。

　　要求：(1)自拟题目，自选文体；(2)文中不要透露你

个人的身份信息；(3)抄袭是不良行为，请不要照搬别人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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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解读

这是一道呈现材料的话题作文。

　　1.审题。三则材料均来自课文，都是有关“乐”的理解。第一句谈
要以快乐的心态来对待知识或所要完成的事情。第二句解释怎样获得快

乐——尽责任。第三句强调以苦为乐，不畏艰难险阻。由此，我们不难
总结出作文的中心：以快乐的心态做事，要有责任心(善始善终)，不畏

过程中的困难。写作时可就其中一则材料或综合三则材料谈感受。题干

“你对‘乐’有怎样的认识与思考”告诉我们写作的主题要与“乐”有
关，“在学习与生活中”限定了写作的选材范围，“关于‘乐’的经历
和感悟”告诉我们可以写记叙文，也可以写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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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立意选材。可运用以下方法构思：①化大为小，

如写赏自然美景之乐、读书之乐、劳动之乐、拼搏之乐

等；②由浅入深，追问什么是“乐”，为什么会“乐
”，从而深入挖掘“乐”的内涵；③由此及彼，即由“
乐”联想到相似的或相反的内容，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们对待二者的态度，比如苦与乐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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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谋篇布局上。写作时可以采取纵式结构，合理安

排起承转合，明确详略，层层深入地写出自己在做某事

中体会到的“乐”。也可以选择横式结构，通过相互关
联的片段写出自己在特定情境下，如倾听、读书、拼搏

等，感受到内心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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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展示

我在倾听中得到快乐
　　我喜欢独处，独爱于春暖花开之际，寻一处好地
方，静静地倾听花开花落的声音。
　　在纷繁多变的尘世中，我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
能找寻到瞬间的永恒，彼时，我可以甩掉所有的思绪，
让大自然的美丽驱散心灵的疲惫，从而获得那瞬间的
快乐。
　　昙花是生命短暂的象征，她的辉煌只有匆匆一瞬，
但是她用这一瞬的美铸就了永恒。生命终将化作尘埃，
淹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因此，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长短，
而在乎是否有价值，碌碌无为的百年，还不如辉煌的
一瞬，因为这瞬间的美丽，可以彰显生命的价值。

 
→开篇点题。
 
 
→倾听昙花，感受
到的快乐：瞬间的
美丽，可以彰显生
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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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日下，太阳花热烈地盛开，她似火一般
地燃烧，燃烧着心中的激情。她从不因灼热的
日光而抱怨，从不因炎热的天气而气馁，反而
越开越烈。她不在乎有多少人为她驻足，只是
独自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开放而快乐。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她用粉嫩而
纯洁的花瓣，向人们展示她那颗不随波逐流的
心，以及高洁傲岸的情操。她告诉人们，君子
就该这样，在距离中保持着美丽，在美丽中传
递着快乐。

→倾听太阳花，
感受到的快乐：
独自实现着自己
的人生价值——
为开放而快乐。
→倾听荷花，感
受到的快乐：在
距离中保持着美
丽，在美丽中传
递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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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有情，花落亦有情。倾听花开花
落的声音，正如倾听生命的永恒。人生亦
如花，绽放美丽有时无须太多言语的修饰。
花开，无语；花落，无语。那份炫目的美
丽，从未被人忽略，那份悲壮的快乐，也
从未被人遗忘。
　　学会倾听，在花开花落之声中得到快
乐！

→“花开有情，
花落亦有情
”，过渡句。
 
→篇末点题，
突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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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是文章中传达出来的作者的基本观点、态度、

情感和意图。有了中心，写文章也就有了主心骨；没有

中心，或者中心不明确，文章就像一盘散沙，令人不知

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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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确定中心

材料作文要反复推敲材料来确定合适的中心。

　　1.单则材料立意的方法

　　例　一只老鹰从峰顶俯冲下来，将一只小羊抓走了。

一只乌鸦看见了，非常羡慕，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

本领该多好啊！于是乌鸦模仿老鹰的俯冲姿势拼命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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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乌鸦觉得自己练成功了，便从树上猛冲下来，

扑到一只山羊的背上，想抓住山羊往上飞，可是它的身

子太轻，爪子又被羊毛缠住，无论怎样拍打翅膀也飞不

起来。结果被牧羊人抓住了。牧羊人的孩子见了，问这

是一只什么鸟，牧羊人笑着说：“这是一只忘记自己叫
什么的鸟。”孩子摸着乌鸦的羽毛说：“它也很可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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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抓关键词句

　　步骤：找出关键句子—分
析关键句子所阐述的道理—确
定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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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果溯因法

　　对故事性材料，还可以采取以果溯因的方法。步骤：理

清事件，找出结果—探究原因(一般有关键词句提示)—寻找
生活关联点(道理)—确定立意。以上面的材料为例：
　　结果：乌鸦学老鹰抓羊，被牧羊人抓住→探因：这是一
只忘记自己叫什么的鸟→寻找关联点：机械地模仿、照搬，
而不考虑自身的条件→立意：要正确认识自己，明确人生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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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析材料的情感倾向

　　有的材料在叙述、说明或评论某个事物时，明显地流露出

情感倾向，此时，可从材料的情感倾向分析立意。

例　当断臂的维纳斯展示在人
们面前时，吸引了无数好事之
徒趋之若鹜，他们提出种种接
上断臂的奇思妙想。维纳斯失
去的手臂就如同一个充满诱惑
力的圈套。但迄今为止，仍未
有任何设计能取得普遍的赞赏。

分析　从“好事之徒”“趋之
若鹜”等词，可看出作者对想
接上断臂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对断臂维纳斯持赞赏态度。立
意　应顺其自然，不能把自己
的观点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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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辨明关系法

　　事物间的关系主要有依存关系(如学与问)、主次关

系(如奉献与索取)、取舍关系(如原则与利益)和条件关系

(如继承与创新)等。辨明这些关系和角度，有利于作文

立意、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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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涅利斯自然保
护区内，原先人们为了保护鹿而把当
地的狼消灭了，于是，鹿没有了天敌，
终日无忧无虑地饱食于林中。十几年
后，鹿群由四百只发展到四万只。然
而鹿的体态愚笨，失去了昔日的灵秀。
植物也因鹿的迅速繁殖和践踏而凋零
了。鹿由于缺乏充分的食物以及安逸
少动所带来的体质衰弱而大批死亡。
于是人们再次把狼请进来，鹿又奋力
奔跑了，保护区也恢复了昔日的勃勃
生机。

分析　鹿和狼、鹿和周围的环境，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狼和鹿共
处，相克相生，才能保证它们不失
本性，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立意　生态平衡是自然界的规律，
自然规律不可违。从鹿和狼的关系
看，鹿没有了狼这样的天敌，生活
安逸，于是体态愚笨；后来因为狼
的介入，鹿必须为了躲避狼的捕食
而奋力奔跑，终于又恢复了生机。
可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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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则材料立意的方法

　　多则材料指由两则或者两则以上的单则材料所构成

的一组材料的作文形式。多则材料的中心确定需要特别

留意题干的要求是结合某一则材料还是综合多则材料；

如果是综合多则材料，则需要分析明确材料间的异同及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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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求同法(归纳共同点)

例　材料一　亚历山大未即位
时，担忧天下都被他父亲征服
了，自己将来再无用武之地。
材料二　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
的一座丰碑。对宋代诗人来说，
唐诗既是丰厚的遗产，也是巨
大的挑战。所以，钱锺书先生
说，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
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分析　找相同：两则材料
叙述的话题是相同的，即
“如何对待先辈取得的成
就”。
立意　学会从巨人的肩膀
上腾飞；既要继承前人的
优秀成果，又要敢于超越；
不要因为前人的成就而迷
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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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异法

　　该方法适用于各则材料内涵相反，构成鲜明的对比

关系的组合材料。先分析各则材料的内涵，再比较出分

歧点，即是这组材料的作文立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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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材料一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征程中，英雄辈出。我
们常常仰望那些光芒四射的
英雄，惊叹于他们的伟大成
就。
材料二　平凡铸就伟大，英
雄来自人民。毛泽东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
创造了丰硕的劳动成果，迸
发出闪亮的精神火花……

分析　材料一认为英雄是
有伟大成就，为中国做出
贡献的人。材料二认为英
雄也可以是平民百姓。由
此可知两则材料的分歧点
为做出多大贡献可以称为
“英雄”。
立意　民族英雄令人敬佩；
平凡人也可以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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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综合法

　　该方法适用于多则材料的内涵之间存在多种逻辑关

系，且可能出现干扰思维的材料。审题立意时需逐则分

析材料的内涵，明辨材料之间的关系，排除干扰项，然

后归纳出全面正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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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材料一　乔
布斯说：“不要
为别人而活。”
材料二　爱因斯
坦说：“只有为
别人而活的生命
才是值得的。”

分析　材料一强调不能被别人左右，
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实现自己的价值。
材料二强调奉献精神，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别人，实现价值的升华。两则材
料具有互补性，需将两者结合起来。
立意　既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实现自
己的价值，又要有奉献精神，实现价
值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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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做到中心明确

1.巧设线索，贯穿全文

　　线索是组织材料的一种思路，只有线索清楚，“言
之有序”，才能清楚明白地表现文章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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