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写作技巧：如何保证作文不偏题？

立意，就是作者为文章确立主题，主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它来自对题目的解读和自己的理解。写作之前的首要

步骤是审题，只有会审题、审清题，才能保证立意准确。

（一）审清题目

1、审文体

着重看要求写的文体，是记叙文、说明文还是议论文。近年多考查议论文写作。

2、审题型

写作题型分为以下几类：

（1）命题作文：理解完整命题的含义，从而确立中心。

例：请以“底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要求不少于 800 字。

（2）话题作文：细读话题的材料与要求，明确重点，确立中心。

例：请以“宽容”“仁爱”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3）半命题作文：看清要求，按照自己的行文方向，将题目补全。

例：以“生活因______而精彩”为题，写一篇文章。

（4）材料作文：从材料中提炼观点或改写、续写材料。

例：（2014 下半年真题）苏格拉底说：“快乐就是这样的，它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忙得无暇顾及其的时候

突然来访。”

培根说：“外在的偶然因素经常影响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主要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请用规范的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自选文体。不少于 800 字。

3、审要求

主要注意题干中的几个要素：

（1）字数要求

（2）拟标题、取材、格式等方面的要求及关于材料处理的要求

（3）其他特殊要求

（二）明确立意

明确立意的几种方法：



1、关键词句法

阅读材料与题干，画出题干中的关键词，再寻找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对关键词的内涵进行阐释，找出深层含义，列

出与题目相符的立意。题目中的关键句往往暗示着材料的中心，这类句子是选择立意角度的重要突破口。

2、概括审题法

当出现几则材料时，通过综合、概括的方法来确定立意，审题时需要准确捕捉到几则材料的共同点。

3、寻求互补法

若一段材料中包含两种分歧的观点，仔细分析，发现二者互补。尤其在教育领域，不一致的观点很多，一般要综合

起来全面考虑才是正确的。

4、由果溯因法（推究原因）

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案例型、故事型的材料。审题时由材料中列举的现象或结果推究出造成所列现象或结果的本质

原因，往往能找到最佳的立意。

5、舍次求主法

适用于牵涉许多人和事的材料作文。审题时要明确哪些是材料的主要人物或事件，哪些是材料的次要人物或事件，

并舍弃次要人物或事件，从主要人物或事件的角度审题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