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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数学满分班紧急召集令
周老师亲临，轻松提分

很多初三学生和家长会感到困惑：
为什么疯狂做题，数学成绩仍达不到自
己预期的分数？为什么在考试中还会
出现计算过程出错、做不完试卷题目、

压轴题最后一问突破不了等问题？
对于那些想在中考时数学拿到满

分或数学成绩实现大幅提高的学生，周
老师的“中考数学满分特训班”将会是
你们绝佳的机会！

周老师承诺，报名参加“中考数学
满分特训班”的学生，中考数学成绩可

以提高10分以上，低于10分者一律退
还学费！

家长见面会，邀您参加

本周三（4月30日）晚上7点，周老师
将在涧西区教学点（南昌路建业壹号城邦

10栋915室）举行初三学生家长见面会，
与会家长可以为学生预约试听课程。

教学地点：涧西区南昌路建业壹号
城邦10栋915室；新区洛一高对面

咨询电话：18137952116
13837169414（周老师）

QQ：505651712

上学大 提分快
涧西校区:64110088
西工校区:60600777
洛龙校区:65225777

“成也作文，败也作文”，在中考语
文试卷中，作文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对
初中生而言，如果作文得不到45分以
上，中考语文就很难取得高分。随着
中、高考改革的推进，作文的难度及其
在语文考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近
几年，我国部分省市中考语文甚至只考
阅读和作文。

怎样才能写出高分作文呢？4月
26日上午，在市五中阶梯教室，该校语
文教师周燕对此讲行了详细讲解，百余
名学生和家长慕名前来听讲。

关注现实生活 感悟生活真谛

近年来，中考作文越来越关注以下
几点：1.关注现实生活，感悟生活真谛；
2.关注自我成长，抒发真情实感；3.关注
交流倾诉，呈现真实心态；4.关注人生修
养，感受真诚教育；5.关注自然景物，揭
示隐含之意。你不妨看一看，在过去6
年，我省的中考作文题都有哪些特点。

从2008年到2013年，我省中考作
文命题均为二选一。第一题为命题作
文或半命题作文，例如：2008年命题作
文《那个故事的主角是我》，2009年命
题作文《逆耳忠言助我行》，2010年半

命题作文《我身边的______》，2011年
半命题作文《怀念_____的日子》，2012
年命题作文《同在一个屋檐下》，2013
年命题作文《让路》；第二题是给材料作
文，考生需要根据材料的寓意，任选一
个角度，题目自拟。

另外，“裸题”（即不设导语、材料的
命题）作文增多，我省近几年的全命题
作文基本上都属于此类。这类题目指
向具体，可减少审题时间，留给学生打
开思维的足够空间，使写作更加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独词”类题目如《让路》
是近几年高考热门的作文命题方式，而
中考在某种程度上是向高考靠拢的，这
种题目的限制性更大，审题难度更大，
选拔功能更强，很受命题者青睐，因此
中考考生也要重视此类作文。

2014年，我省的作文命题会相对
保持本考区作文命题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如果考生能找一部分我省近几年
的满分作文，并参考一些其他省市的满
分作文，适当地研究分析，则有助于提
高作文分数。

拟题由大化小 选材以小见大

“题好文一半”，拟题至关重要。
有时，命题者故意使题目有迷惑

性，增加审题难度，以此考查学生思维
的深刻性和敏捷性。考生应尽量发散
思维，往深处想，缩小范围，写得具体、
深刻一些。例如：作文题《那一天，我
与______相遇》，考生可从记叙文的六
要素入手思考：1.那次“相遇”发生在什

么时间（时间可以飞越千年，思接古
今）；2.那次“相遇”发生在什么地方（地
点可以涉及家内家外、校内校外、国内
国外等）；3.那次“相遇”发生在谁身上
（对象可以是自己、他人，也可以是动植
物等）；4.那次“相遇”发生了什么事；5.

“相遇”的经过如何；6.“相遇”的结果如
何？意义何在？想清楚这些再确定具
体题目，效果更好。

选材时，则应以小见大。例如：
2012年我省的命题作文《同在一个屋檐
下》，从题面上看，“同在一个屋檐”暗指
相同环境，而环境可大可小，大可延伸至
全世界，小则可指亲友、同学、同事等，可
写亲情，也可写友谊，很宽泛。在这种情
况下，切入点越小，文章越容易出彩。

选择最佳角度 提升文章立意

根据材料写作文时，角度选得好，
整篇文章会增色不少，反之，可能偏离
材料整体。人物不同、情感态度不同，
角度就不同，总的来说，有现实指导意
义的角度，贴近生活的角度，自己驾轻
就熟、能找到丰富材料的角度就是最佳
角度。具体操作时，可分三步：1.概括材
料中心（确定人物、事件、结果）；2.提炼
道理（根据提示，找出关键词句）；3.组织
观点句（将主要观点压缩成一句话）。

选好了角度，如何立意呢？不妨运
用逆向思维和求异思维，跳出常规思维
的圈子，争取与众不同。例如：《怀念生
病的日子》写了作者因一次小病，得到
同学们到病房去探视的机会；《怀念停
电的日子》写停电后，一家人在一起说
话，场面很温馨。

在实际操作时，建议大家：1.跳出物
质性的小圈子，从理想、责任、信念、生命
的高度去看待人和事，分析问题，让立意
有高度；2.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从他人、
社会乃至人类的层面，换位思考，分辨是
非，做出取舍，让立意有广度；3.跳出眼
前的小圈子，让思绪进入历史，以古谏
今，得到真知，让立意有深度。

善于运用素材 作文“卖相”出彩

有人说：“得素材者得天下。”要想
写出好文章，就要积累丰富的写作素
材。究竟应怎样积累素材呢？在备考
时，应注意观察、体验和阅读，学习他人
的审题、立意、谋篇、布局、语言、手法，
分门别类地建立自己的素材库，按主题
搜集名人名言（轶事）和新闻时事等相
关素材。

若能把阅读和记读书笔记、思考感
悟结合起来，会更有实效。例如：看到
一个关于欧阳修借书读的故事，感觉很
有意义，可以把它抄下来。抄下来之
后，可以思考这个素材与哪些话题切合
紧密、应怎么用，如此一来，运用素材写
作时就能胸有成竹。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思路。当时贫
困的欧阳修借书苦读，甚至通宵达旦地
抄书，正是有了这种苦读精神，后来才
会一举成名。那么，在信息泛滥的当今
社会，书多得看都看不过来，我们该读
什么样的书？又该怎样读书呢？如果
你能想到这些，不妨查阅相关资料，以

“读书”为专题整理笔记，那么阅读、写
作能力都将得到增强。

其实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名家名
篇，是个很棒的“素材库”，可以充分利
用。只不过，不要拘泥于课文，应仔细
揣摩材料的精髓，可将经典材料大胆剪
裁，灵活变通。

中考作文拿高分并非遥不可及

“卖相”出彩 高分不难
□记者 崔晓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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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举办的
公益讲座即将开讲啦。5月2日8时
至18时，郑州一中朱喜长等省中考
命题方向的名师将针对2014年中考

备考方向免费授课，地点为市二中
大会议厅，所讲科目为政治、英语、
历史等。因场地所限，若想参加，请
拨打电话64589880 报名。

名师公益授课 助力中考冲刺
□记者 赵夏楠

主讲人档案

周燕，中国语文教育委
员会写作实验与研究课题
研究员，河南大学现当代文
学硕士研究生，市五中九年
级备课组组长。

作文的“卖相”综合了很多因
素，若能全面把握以下几点，作文
便有望拿到高分：字迹工整，段落
分明，视觉美观；文从句顺，文体明
确，远离“病文”（无标题、字词句有
错、字数不够或过多等）；凤头豹
尾，开门点题，善始善终；迅速入
题，依题行文，灵活点题；亮点一
闪，语言鲜活，为情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