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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记叙文避免失误得高分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冯淑娟 张宏平 胡 悦

高考记叙文写作是语文备考中的重要一环。有别于上期所讲的议论文写作技巧，高考记叙文在写作时要求考生运用生动的

语言、合理的结构、鲜明的人物塑造以及丰富的情感表达来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然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考生常会遇到一些

难以翻越的“高墙”，影响了作文的分数。下面就针对考场记叙文写作常见的几类“失误”，分享一些应对技巧。

高考记叙文写作，要求考生通过文字塑

造出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立体塑

造人物性格、选取典型事件、利用人际关系

映衬、环境烘托等多种方法把人物写丰满，

以下分享一些方法。

技巧一：细腻描绘言行举止

刻画独特外貌：考生应选取人物最具代

表性的特征进行细致描绘，如独特的面部轮

廓、眼神、笑容、标志性服饰等，使读者能迅

速在脑海中形成视觉印象。

展现言行举止：写作时，考生可通过对

人物的语言风格（如语速、音调、用词等）、肢

体动作（如习惯性小动作、表情变化等）以及

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反应描写，揭示其性格特

点、情绪状态和内心世界。

技巧二：挖掘心理与借助旁白

内心独白与心理：写作中，考生可适时

运用内心独白，让阅卷老师直接感知人物的

思想情感。同时，可通过作者的旁白分析，

揭示人物面对问题时的思考过程、价值取向

及深层动机，使人物的心理层次更为丰富。

技巧三：巧借冲突与变化

设置矛盾冲突：行文中，考生可设计一

系列与人物性格、价值观相冲突的情节，迫

使人物在困境中做出选择或采取行动，从而

凸显其性格特质、道德观念和成长历程。

人物成长与转变：在故事推进中，考生

可描绘人物面对挑战时的态度变化、能力提

升或观念转变，展现其动态成长过程，使人

物形象更具立体感和深度。

技巧四：用好对比与他比

自我对比：行文中，考生可通过展示人

物在不同时间、环境或心境下的行为差异，

揭示其复杂多元的性格侧面和内心世界。

他人对比：考生可在文章中通过与其他

角色的互动与对照，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

性，如性格、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异同，使

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失误一：主题模糊不清

高考记叙文写作中，“主题模糊不清”是影

响考生得分的重要因素之一。动笔前，建议考

生先明确自己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情节设计、

人物言行、环境描绘等方式，反复、有机地出现

主题词，使主题词成为串联全文的主线。

下面以半命题作文《那一刻，我明白

了……》为例，向考生介绍如何使考场记

叙文主题清晰的写作技巧。

在实际写作过程中 ，考生要确保主

题明确，始终要紧扣题目要求，围绕主题

进行叙述和抒发，做到精准审题、精心构

思、巧妙运用修辞进行表达，让阅卷老师

清晰感知到文章的核心思想，才会获得

高分。

技巧1：
精准审题
明确主题

技巧2：
精心构思
突出主题

技巧3：
巧用修辞与

表达
强化主题

解析题目

关键词

提炼主题

开篇点题

层层铺垫

引出主题

高潮揭示主题

结尾深化主题

象征与隐喻

内心独白与

对话

细节描写

“那一刻”限定了故事发生的特定时间点，强调的是某一瞬时

的深刻体验；“我明白了”表明文章应聚焦于自我认知的转变

或领悟，要求考生描述自己从某个事件或经历中获得的启示

或感悟。

将主题明确为“通过某一特定时刻的经历，我获得了对生活、

人生、价值观等某一方面的深刻理解或觉醒”。

开头段落应迅速引入“那一刻”的场景，同时点出即将揭示的

感悟或明白的道理。如：“夏日黄昏，我在海边独自漫步，海浪

拍打着沙滩，那一刻，我明白了生活的起伏与坚韧之美。”

正文部分通过详细描绘事件的经过、人物互动、内心变化等，

逐步揭示促使“我明白”的关键因素。

记叙文中要有一个明确的高潮点，即“那一刻”，在这个节点

上，用精炼的语言直接阐述或通过人物行为、心理描写间接展

示“我明白”的具体内容。

结尾部分建议再次点题，对“我明白”的内容进行升华，或者展

望未来如何践行新认识的生活态度。如：“那一刻，我明白了

生活的真谛，也找到了面对未知挑战的勇气。从此，无论风雨

如何变幻，我都会怀揣这份领悟，坦然前行。”

运用恰当的象征物或隐喻，形象地表达主题内涵。

通过人物内心独白或对话，直接展现思考过程与观念转变，使

主题更加鲜明。

细腻描绘触动“我明白”那一刻的环境、动作、表情等细节，增

强情境感，使主题更具感染力。

失误二：人物形象单薄

技巧五：融细节与象征

生活细节：考 生 可 捕 捉 并 描 绘

人 物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细 微 习 惯 、喜

好 、癖 好 等 ，这 些 看 似 琐 碎 的 细 节

往 往 能 生 动 展 现 人 物 性 格 特 质 与

生活态度。

象征元素：考生可巧妙运用具有

象征意义的事物或场景，如特定的物

品、环境、颜色等，隐喻人物的性格特

点、命运走向或主题思想，深化人物形

象的艺术内涵。

总之，考生如想让考场记叙文中

的人物形象饱满，需综合运用外貌描

绘、言行刻画、心理挖掘、情节冲突、对

比映衬以及细节与象征等手法，全方

位、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内

心世界与生命历程。

失误三：语言表达平淡

记叙文想要获得高分，语言的锤

炼更是关键。比喻与象征手法、修辞

的综合运用、情感细腻的细节描写、

精准有力的动词、意境营造与情感共

鸣是让作文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

下面以一篇记叙文《父亲的手》

为 例 ，指 导 考 生 掌 握 一 些 语 言 锤 炼

的技巧。

考生在进行记叙文的语言锤炼

时，一定要恰当使用形容词、动词、成

语、修辞，打磨语言的生动活泼；长短

句结合，整散句交错，锤炼语言的节奏

感和韵律美，让语言充满感情色彩，让

读者产生共鸣。

此外，考生在进行情节发展的写作

时，也会出现“平淡无奇”的问题，此时可

以通过设置矛盾冲突，如内心矛盾冲突、

人际关系冲突、人与环境对抗，来增加情

节的张力。另外，考生还可以设置情节

转折点，在恰当位置安排高潮，遵循记叙

文情节发展的基本结构——起因、经

过、结果，有序展开故事的叙述，配合

顺叙、倒叙、插叙等手法使用，确保叙

述逻辑清晰。

综上所述，想要避免高考记叙文

写作中的失误点，需要考生在考前反

复练习和反思，不断实践，才可以实现

高考记叙文写作的理性突围。

片段摘录：

父亲的手，粗糙而有力，像岁月磨砺过的石板路，布满深深浅浅的沟壑。

那手，曾握过锄头，犁过田地，筑起家的温暖；也曾牵着我，走过风雨，教会我坚

韧与担当。每当夜深人静，灯光洒在他手上，那些裂纹仿佛在低语，讲述着生

活的艰辛与希望。

技巧1：

比喻与象征运用

技巧2：

修辞手法的综合

运用

技巧3：

情感细腻的细节

描写

技巧4：

动词选择精准有力

技巧5：

意境营造与情感

共鸣

将父亲的手比喻为“岁月磨砺过的石板路”，形象生动

地描绘出其粗糙且布满沟壑的特点，既体现了父亲劳

动的辛劳，也暗示了他饱经风霜的人生经历。这种比

喻手法赋予了父亲的手更深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承

载父爱与生活哲理的载体。

使用排比句式“握过锄头，犁过田地，筑起家的温暖”，

增强了语势，突显父亲手的力量与价值。同时，“也曾

牵着我，走过风雨，教会我坚韧与担当”。通过并列结

构，展现了父亲手在精神层面对“我”的引导与教育，

深化了主题。

“每当夜深人静，灯光洒在他手上，那些裂纹仿佛在低

语，讲述着生活的艰辛与希望”，这一细节描绘极具画

面感，将读者带入特定情境，感受到父亲手上的裂纹

不仅是身体的印记，更是生活故事的无声诉说。

“握过”“犁过”“筑起”“牵着”“走过”等动词的运

用，准确刻画了父亲手的动作状态，生动再现了他

在劳动、陪伴子女过程中的种种场景，使人物形象

更加饱满。

对父亲手的特写描绘，营造出深沉而温馨的意境，引

发读者对父爱、家庭与人生经历的深度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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