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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越过高考议论文写作这道坎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冯淑娟 张宏平

北京高考议论文写作，主要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论据运用能力，考生在写作时

容易出现“审题偏差、立意浅显、结构松散、论据薄弱、语言平庸、时间难以把控”等几种主要问题。

为了助力考生在考场顺利越过障碍，我们将结合问题和例题为考生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有针对性地

给出跨越上述障碍的办法，帮助考生更有效地应对议论文写作的挑战，提高行文质量，在高考议论文写作

中收获理想成绩。

第一道坎：审题偏差

高考作文试题往往是由题

干材料+题目+要求三部分构

成，试题虽然字数不多，但是显

性信息和隐性信息都是考生需

要关注的。通常情况下，考生

在考场容易出现如下审题问

题：对题目理解不准确，未能抓

住核心议题，导致论述偏离中

心论点。针对以上问题，解决

对策如下：

深度解读：考生可通过反复

阅读题目，明确关键词、逻辑关

系及隐含条件，理解题目的实际

要求和潜在含义。

提炼主旨：考生要用简洁

的语言概括出题目所要求探讨

的核心观点或问题，确保立意

准确。

草拟提纲：在初步理解题意

的基础上，考生需要快速列出文

章大致框架，检查是否紧扣主

题，如有偏离及时调整。

第二道坎：立意浅显

考生在考场面对似乎熟悉

的作文题目时，一般容易确立

较为常规、普遍的观点，如对某

一现象或问题的正面肯定或否

定 ，缺 乏 独 到 见 解 或 新 颖 视

角。这样的立意虽然不易出

错，但往往难以在众多考卷中

脱颖而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观点不够深刻，缺乏独到见解，

难以展现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面对“立意”的问题，我们给出

的解决对策如下：

1. 立意要挖掘核心价值

考生要仔细阅读题目，理解

其字面含义、隐含意义以及情感

倾向，深入思考题目背后所蕴含

的处世真谛、人生哲理或道德价

值观，确保立意与题意紧密契

合。考生需挖掘并提炼具有普

遍意义的主题，将具体议题上升

到更具社会性和时代性的层面，

使文章具有更广泛的启示意

义。例如以“校园欺凌”事件为

材料的考题，考生可以从“校园

欺凌”出发，提炼出关于人性、道

德教育、社会公平正义等深层次

的观点态度。

2. 论证要多角度分析

为了避免单一、表面化的论

述，考生需要从个人、社会、历

史、文化、伦理等多个层面剖析

议题。例如对于“诚信”这个议

题，考生可从个体品德修养、社

会秩序维护、历史传统继承、商

业道德建设等角度展开论述。

行文时还可引经据典，以此提升

立意高度，建议考生适当引用哲

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内的经典理论、名家观点或前沿

研究成果，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强

有力的理论支撑，提升文章的知

识含量和思想深度。

3. 阐述要展现辩证思维

体现考生思辨性逻辑思维

的地方，就是面对复杂议题，考

生既要看到其积极面，也要正视

其挑战与矛盾。考生可以通过

正反对比、利弊权衡、现象与本

质的揭示等方式，展示对问题全

面而深刻的认知。例如“论科技

进步的影响”一题，建议考生既

要阐述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

也要探讨可能带来的伦理困境、

数字鸿沟等问题。在批判问题、

剖析原因的基础上，考生要积极

提出具有创新性、可行性的对策

建议，或者对未来趋势做出有依

据的预测，以此展现自身的独立

思考能力和责任感。

第四道坎：论据薄弱

考场议论文写作时，部分考生还会遇到论据

薄弱造成行文说服力缺乏这样一道坎。具体表现

是论据选择不当，缺乏典型性、代表性，造成论证

过程中论述材料的简单堆砌，缺乏论述深度感。

为解决这一问题，考生可采取以下对策和办法：

1. 考前广泛积累素材

现阶段，考生可梳理日常学习中积累的各

类典型事例、数据、名言警句、研究报告等，并列

出表格进行分类整理。分类角度可以按照历史

事件、社会现象、名人故事、科学研究成果等划

分，便于自己在考场上快速调用。写作时，考生

要注意选择的论据应有的代表性、权威性和时

效性，以便运用时增强论证的说服力。

2.考中深度剖析论据

考试过程中，考生需要对所选用的论据进

行深入分析，揭示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价值内

涵，而非简单罗列。考生可以通过运用因果分

析、对比分析、类比分析等方式，使论据与论点

紧密结合，有力支撑观点；其次，还可以运用多

元论据展开论证，结合事实论据（如具体事例、

统计数据等）与理论论据（如名言警句、法律法

规、专业理论等）进行论证，增加论证的丰富性

和全面性。

3.强化论据呈现方式

对于复杂的数据、案例等论据，考生可通过

图表、引用原文等方式清晰呈现，既便于读者理

解，又能凸显论据的严谨性。同时，要对关键论

据进行详细解读，避免一笔带过。论据的排列

应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如时间顺序、重要性顺

序、对比关系等，使论证过程有条不紊，易于读

者接受。每项论据摆出之后，考生都要明确指

出其对论点的支持作用，同时运用举例论证、对

比论证、因果论证等多种方法，丰富论证内涵，

增强论述的说服力。

此外，考生还要注意整体时间的把控。如

果写作时间分配不合理，会导致部分环节匆忙

完成会影响整体质量。考生要根据自身写作习

惯，预估各部分（审题、构思、写作、检查）所需时

间，写作时合理分配时间。考生要通过日常多

次的训练提升写作速度、思维敏捷度和素材调

取能力，减少考场写作时不必要的思考停滞，确

保考场写作留有足够时间对全文进行通读检

查，修正语法错误、逻辑漏洞，优化语言表达。

第三道坎：结构松散

在议论文结构安排上，考生容易出现的问题

有：文章布局混乱，段落间逻辑关联不强，影响表

达效果。对于这些问题，建议考生在动笔前，先

列出明晰的写作提纲，明确文章的起承转合、主

要论点及对应的论据、论证方法等。写作过程中

严格按照提纲进行，避免随意增删内容导致结构

混乱。下面具体谈谈解决问题的对策：

1. 设计结构框架

议论文常见的结构包括引论（提出观点）、本

论（论证观点）和结论（总结点观）。建议考生在

写作前，根据主题和立意，预先规划好各部分的

主要内容和逻辑走向，确保文章条理清晰、层次

分明。为了做到论据与论点紧密相关，每一处论

证都能直接支撑论点，考生可采用因果关系、对

比论证、类比论证等多种逻辑方式进行论述。

2. 合理安排段落

考生在行文时的每一段应围绕一个论点

展开，段首句清晰表述该段论点，后续句子提

供支持性论据或阐述，避免段落之间内容跳跃

或重复。例如，考生可以按照“提出观点—举

例论证—分析论证—得出结论”的顺序组织

段落。动笔之前，建议考生为文章规划一个

清晰结构：遵循“引言—正文（论点+论据+论

证）—结论”的基本框架，确保文章层次分明、

逻辑严密。

3. 运用过渡句或词

在段落之间、论点转换时，建议考生使用

恰当的过渡句或词语，如“然而”“另一方面”

“总之”等，以表明行文思路的转变，保持论述

的连贯性。同时，每个段落内部也需要适当使

用关联词语，确保语义衔接自然。此外，考生

也可以尝试在段首或段尾添加衔接句，明确各

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因果、对比、递进等，

确保各部分内容紧密围绕中心论点展开，无明

显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