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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不妨磨研些精品作文
! 市第一中学 蔡 明

高考临近，如何做好作
文备考，是眼前高三老师与
学生必须重视的一项工作。
一般来说，考前进行一定的
审题练习，多样新材料的作
文习作，各类理论与新鲜典型实例材料的储备，都是十
分有效的举措。但笔者以为，在此基础上，选择几篇刚做
过的较为成功的模拟习作，在老师批阅后，打成讲义发
给学生在全班讨论修改品评匡正完善，使之成为精品成
品，给每个学生参考领悟示范，也是一次并非宿构的“宿
构”练习，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对于中下作文水平的学生
来说，无疑是一次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强力备考。

下面是一篇供材料成品作文，无论立意、论证、表
达、语言都不能说至善至美，但就其相对考场发挥而言，
还可为较好之作，至少笔者拙眼如此看来。

阅读下列一则材料，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议论
文，题目自拟，立意自定。

在茫茫大海中，庞大而又强大的鲸鱼与渺小弱势的
沙丁鱼相遇，鲸鱼对沙丁鱼穷追不舍，想一口吞掉它，而
沙丁鱼则拼命向浅水处游去，左拐右弯，终于摆脱了致
命的噩运。而鲸鱼却因为身体体积庞大，无所顾忌地追
击对方，最终搁浅在沙滩上，让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立意探索】这是一道供材料作文题，材料内容取之
自然现象，平白浅显，容易理解，可写成引申类议论文。从
鲸的角度立意。庞大的鲸在水中无疑是强大的，而当它无
所顾忌地对沙丁鱼穷追不舍时，却没有想到危险逼近，自
己原来的优势在沙滩上就成了致命因素，由此可以立意：
强者仗势而无所顾忌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强者要看
到潜在的危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
懂得进退方为智者；该撒手时就撒手，要学会放弃；要有
忧患意识等。也可以从沙丁鱼的角度立意。身体瘦小的沙
丁鱼向沙滩方向游去是十分聪明的，它善于利用自身条
件和有利地形而引强敌于困境。由此可以立意：用智慧战
胜强敌，智胜于力，善于凭借才能以弱胜强，要善于利用
自身条件等。还可从鲸鱼与沙丁鱼的关系综合立意。在深
水中前者强大而后者弱小，在浅滩上却强弱异变，由此可
以立意：强与弱、优势与劣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
努力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才是智者；在有利于自己
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无论从哪个角度作文，写作时必须
由物及人，联系社会生活，表达现实意义。

【附一磨研作文】
要学会放弃

在大海中，强大的鲸鱼与弱小的沙丁鱼相遇，鲸鱼
对沙丁鱼穷追不舍，最后陷在了沙滩上，无法动弹，而沙
丁鱼却得以逃生，这个故事颇引人深思。（简述引入原材
料）

可能许多人认为，放弃就等于软弱、退缩，我们做什
么事都不能选择放弃。但是，这个鲸鱼和沙丁鱼的故事
却说明不能一味地不顾后果地追求拥有，有时要学会放
弃。（摆出论点）想想那个愚蠢的鲸鱼，如果它能够预见

到即将到来的危险，适时地
放弃，那么它就不会被困在
沙滩上了。如果把人生看作
茫茫的大海，我们每个人就
是海上的航行者，到了风急

浪高的危急关头，难道你还不把船上过重的货物卸载下
来甚至丢掉一些吗？（又回扣分析原材料）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获取。人生有许多东西是需
要放弃的，只有放弃了一些东西，你才能获取更多的东
西。永不放弃的贪婪者，最终将会成为可悲的失败者。学
会放弃的人，往往目光长远，因为他们看到了长远的利
益；不会放弃的人，往往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往往只看到
了眼前的利益。所以说，学会放弃，有所取舍，乃是人生
一大课题，充满了睿智的因素，“舍得”酒广告这样说，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就辩证地告诉我们，学会
取舍，才能小舍大得，先舍后得，近舍远得，走向成功。我
们平时下棋时也说，要丢卒保车，丢车保帅；壮士要勇于
断臂求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都是说的学会放弃、合
理取舍的道理。（此处理论论证为主）

英国雕塑家罗丹在创造人物半身塑像时，见他的学
生夸赞人物的手臂漂亮，他进得门去，立即毫不犹豫地
把所塑造人物的手臂砍去，因为他知道，此时的“手臂”
对“头像”已是“喧宾夺主”，成为必须舍去的重要部分。
反之，不学会放弃就会徒增前进道路上的负担、包袱与
压力，阻止前行之人的脚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说，美
丽鸟儿的翅膀一旦系上黄金的花环，就不能在蓝天高高
地飞翔。鸟儿如此，人也一样。唐代的柳宗元在《哀溺》一
文中写了一个乡野的村民与几个伙伴泅水渡江，虽然平
时最善游水，但因为此时舍不得扔掉捆在身上的上千文
钱的袋子，故而游在了最后。伙伴们上岸后，大声地呼喊
他，赶快丢掉钱袋，他仍是摇头不听，艰难前行，最终因
体力不支，溺死江中。这个悲剧告诉我们，不学会放弃，
就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损失，就会走向失败，有时甚至是
没顶之灾，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此小节正反论
证，举例论证，比喻论证相结合）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时也需要人们必须学会放弃
一些东西，把握住现实，把握住人生的主要方向，也许，
你会说这些有些玄乎的哲理离我们太遥远，其实，在你
我周围，不也有因放弃而成功的事例吗？在县级比赛中，
我的一个同学数理化三科连续获得名次，被选拔参加上
一大市级的比赛，这当然是好事，但他只想专心地攻数
学学科，他认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要想三科大市级比
赛全部获奖是很难的，现在只能放弃物理和化学，专攻
最拿手的数学。最终他如愿以偿，获得了大市级数学竞
赛一等奖。这个成绩就是适时放弃，正确抉择取得的结
果。（此节深入论证）

综上所述，我们要处理好
取舍的关系，学会放弃。这样，
我们的人生之路才会更加顺
利，奔向远方。（篇末总结，再
扣论点）

我与书法有个约定
! 市第一实验小学 黄玉春

一支毛笔，负载起了千年的历史
重托。宣纸上留下的一点一横、一撇
一捺变幻无穷，点线的奇妙组合，让
人想象空间无限衍生。时至今日，随
着电脑的普及，人们的表达方式和习
惯已经改变，教师用毛笔书写来传播
信息的功能基本被淘汰，书法的功能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书写的
实用功能愈来愈弱化，加之一些老师
功利色彩因素的影响，片面地认为书
法教育是语文教师教学的事，与我无
关、与其他学科没有关联，致使一个区
域、一个学校的书法教学的整体水平
提高缓慢，学生的书法学习的质量不
高。使书法失去了与生活相融相生的
土壤，有一点自信的是，只要汉字还在
被书写使用，书法艺术决不会在中国
消亡。中国的每一个汉字都放射着历
史的光芒，是我们中国人智慧的体现。

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在高
邮一些生冷的汉字产生，还有一些传
说呢。也有人说，字品如人品，字形如
人形。一幅美的书法作品，让人留恋，
让人神往，更让人奢求。

一些喜欢书法的人都懂的，书法
是写字人内心的一种情感表达，是情
感自然的挥发和流露。术语道：书道法
门朝天开，点画线条通灵台。墨荡涟漪
载玄妙，笔底轻风自外来。在书法练习
与创作中，初学者应该通晓书法是线
条的艺术，虽然就是点几个点、画几个
线条，但其中的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如
果作品没有整体构建，笔法篇章没有
事先进行预设，那就写不出那一种意
境，写出来的作品就缺少一种韵味，有
时只能成为写字，但不能称之为书法。
作为一位老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老
师的语言、书写、做事、做人，影响学生
的一生。正所谓：博学为师、身正为范。
教育主管部门为什么将“三字一画”作
为教师的教学基本功的原因之所在。
可见教师掌握书法的技能、技巧，课堂
教学黑板上的每一块板书，书法课的
辅导技巧，毛笔书法教学的章法、笔法
就显得多么重要了。

要掌握住执、用毛笔的方法。初学
者一是要以画线为方法来学写毛笔
字，有各个方向的线，月余之后，感觉
手握毛笔熟练了，就可以深入下去了。
二是要分析字的结构，用毛笔在宣纸
上写间架结构，要对准中轴线，要藏头
护尾，要注意畅涩、提按等。三是要掌
握住握笔的松紧、运笔的轨迹等。

要掌握运笔的核心笔法。即掌握
运笔的“永字八法”。“永字八法”的教
学独特，方法简便，强调从书写大字入
手，由大而入小，可培养扎实的书法基
本功底。同时以基本笔画“右侧点”为
笔法之基，依照笔画进阶顺序：点→
横→竖→撇→捺→勾→挑→折，循序
渐进，详实分析用笔、行笔、力道、劲道
及用墨等心法。在短时间内熟识永字
八法的基本运笔方法，再配合十种基
本字体结构的分析，了解字型组合间
架要领，触类旁通，逐渐契入学习书法
的无穷妙境。

要掌握毛笔书法的研修规则。只
要按学习规律坚持临池不辍，必然学
有所成。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书法之
道更是如此。书法的练习要有恒心与
毅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练习必须具
有坚强的意志力，如果勤奋，即使基础
稍差，也能提高能力出成果，而且勤奋
的关键在于意志力。书法学习中技能
技巧的熟练，需要坚持不懈地练习，譬
如说一个难点有可能要经过上千次的
正确的重复练习才能掌握，因此，学习
书法有利于培养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
品质和持之以恒的习惯，即可以让人
静心、静情、静悟，更利于达到人与字
合一的境界。

书法，是教师一个挥之不去的文
化雅好与精神家园。希望老师们都能
主动涉足书法领域，去认可价值、去实
践练习、去传承特色。

一节“无声”的课
! 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玲

最近几天严重感冒，导致
喉咙疼痛发不出声来。今天早
上上班的路上，我就想着今天
的两节课怎么办？调课调不
开，又不能不上。可我不能发
声，怎么上课？

来到班上，因为不能说话，我用手示意学生起
立，学生还未发现任何异常。接下来，我把这节课的
任务写在黑板上，最后加了句：请保持安静。学生面
面相觑，有些孩子开始小声嘀咕起来：“老师这是怎
么了？”我用手指了指喉咙，又摇摇手，有学生一下明
白了：“老师喉咙不舒服。”我点点头。

接下来，学生的表现让我欣慰。教室里非常安
静，学生们都在认真地完成着任务。平时那几个调皮
的孩子今天也变得格外安静。学生在讲台下面写着，
我在讲台上面批改着作业，就这样甚是和谐。不知不
觉，课堂时间过去了一大半，有学生已完成了作业，

个别学生开始出现了躁动。我
想着要到他们身边提醒一下，
谁知还没走到他们身边，一小
班干发话了：“写好了就自己
看书。别惹老师生气。”就这

样，我上了一节“无声”的课。
哇，真是一群懂事的孩子，我除了欣慰还有满满

的感动。从刚入学时的懵懂无知，到现在乖巧懂事，
这是多大的进步，我怎能不欣慰？怎能不感动？冰心
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朵鲜花是不美的，没有一个孩
子不可爱，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个非常丰富美好的
心灵世界。”是的，每个孩子都活泼可爱、天真烂漫，
虽然每天的工作很繁杂，可因为他们的成长充满了
未知数，让我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新鲜。我愿陪着他
们，看着他们微小的改变，看着他们点滴的进步。做
老师最大成就感莫过于改变学生。

温暖时刻
□ 市赞化学校九（21）班 冯戍素

这个城市的秋季包
裹在一场连绵的雨中，淅
淅沥沥，淅淅沥沥。由于
迫近黄昏，又是雨天，世
界轻而易举地就黯然了，
竟连一点反抗都没有，自暴自弃地，就那样
放弃了明亮。

那条古老的茶色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落
了叶，灰白色的枝干支撑着残存的几片边
缘染上黄晕，叶脉、纹络却仍然青绿的叶
子，怪诞而孤单。风中，苍黄色的树叶肆意
地纷纷扬扬，夹杂着飘然而下的小雨模糊
了视线。路边的栏杆单调地围住道路，油漆
已经剥落的警示牌枯燥地立在街旁，清冷
的街道冰冰凉凉，行人稀少。只一眼，就看
见了他。简单的冷色调棉布外套却温暖了
我的视线。

小雨微微，他手持一柄黑色的伞走过
来。在陌生的人群中看见熟悉的面容，一滴
液体打在脸颊上，慌忙低头查看，还好，那
不是我的悲伤。看见我眼中的落寞，他轻轻
皱了一下眉，但很快又舒展开来了。以他对
我的了解，必定猜到了原因。他轻轻地揽过
我，干净的深蓝色棉织外套上有淡淡的薰
衣草的味道，是踏实的感觉。“爸妈又吵架
啦？”语气轻柔，是清澈的少年音。我一如既
往地沉默，但他也一如既往地了然于心。

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沉默着。雨滴滴

答答地下，顺着黑色的伞
面流成一串晶莹的玻璃
珠子。张爱玲说，等着小
雨，是伞一生的宿命。

又有很长时间过去
了。终于，他转过身。

面对面地，他让我站好，郑重而表情复
杂。他说，一切困难都会雨过天晴，我们可
能都被幸福暂时抛弃了，可也不应该因此
而悲伤，悲伤永远不会逆流成河，但我们的
心却可以向着太阳生长。面对着阳光，就不
会有阴影。他的音色恬静。

那时，仿佛有一墙爬山虎长进了心里，
像占满学校那幢古老的教学楼一样将心紧
紧裹住，缠绕，覆盖。有一种疼痛，不知名的
情愫漫进心房。他是离异家庭的孩子，却安
慰我这个拥有完整家庭的孩子。轻轻地抱
住了他，嗅到一种自然的气息，他的温度温
暖了我的记忆。

刚刚有场密密的小雨已过。雨过是天晴。
收起黑色的伞，阳光有点出来了，有一

点点的光亮。湿漉漉的空气有干净爽洁的
味道。云朵像拧干了水的棉花团，蓬松干
燥。路边的指示牌也被冲洗，去了尘烟。整
座城市显而易见地明亮起来了。天气微凉，
在失意的时候却有带给自己温暖的人相
伴，因而满眼的恬静明丽。

也许，上帝只是开了一个小差，忘了填
补上小小的空隙，却有阳光射出来，温暖失
意的孤独患者。

城市仿佛一个注满温情的气球，会被
有些东西戳破，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温
暖漏出来。某个温暖时刻，静静地在角落中
等待。 指导老师 吕松和

三爷
! 市赞化学校八（!）班 顾伟旺

我家对面有个修车铺，修
车的是一个老人，皮肤黝黑，脸
上如树皮般的皱纹总是拧在一
起，大家都叫他三爷。

三爷的修车技术是一流
的，态度又好，修车费也不贵。相处时间长了，大人小
孩都觉得离不开这个修车的三爷了。

记得有一次，中午上学时，我的自行车不知为何
踩不动了，便推去给三爷修。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可三爷一点也不急。他不紧
不慢地点燃一根烟咬在嘴中吸着，双眼微眯着，一手
扶着车坐垫，一手漫不经心地转着脚踏。吐出的烟圈
慢慢飘漾着，缭绕着，真是急死我啦！我不由大叫一
声：“三爷，您快点啊！”

他冲我慈祥一笑，居然说：“孩子，不着急！”
我跳到他面前，说：“不着急？我上学会迟到的！”

“你不是两点才上课吗？现在才一点半，还早着
呢。你有时一点五十才往学校骑去呢！”

我不由笑了，这个三爷，居然记得我的上学时
间。

他猛地吸了一口烟，就把香烟扔了。把我的自行
车翻过来架在一个木墩上，又熟练地取出工具，蹲下

身，埋头干活。
他虽然已经年过古稀，双

手却灵活得很，那些工具在他
的手上似乎格外听话，不一会，
车子便修好了。

我骑上去一试，比原先更好骑了。
我骑上车，把车铃按得叮铃铃乱响，欢快地上学

去了。而三爷则慈祥地看着我，又点燃了一根烟。
三爷是一个很能聊的人，他时常搬着一个小凳，

坐在修车棚下，这时，总是会有人跑过来跟他唠嗑，
有时一聊便是两三个小时。当没人和他聊天时，他就
静静地坐着，望着路边的一棵不知名的树，仔细地观
察树的叶子，听着树的声音，因此，幼年的我总是以
为他能和树说话。

我上了初中，住校了，很少回家。在一次与奶奶
的通话中得知，三爷的妻子走路时一不留神，头摔到
了石头上，便闭了眼。这事对三爷的打击很大，三爷
差不多有半年都没有出来修车。

后来，三爷又出来修车了。
有一次我回家，看见三爷坐在树下，凝望着那棵

树，眼角不知怎么溢出了泪来。
指导老师 吴蔚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