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议论文论证段
落写作



   比较下面两段话，请大家判断：两个片段
哪个论证更有说服力？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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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诊断】

中心：“健全人格、社会责任、家教”。两段都运用了“
熊孩子”的事例。
A：2017年7月3日那天，一个2岁小女孩的生命在长沙瑞都华庭小区，戛然而止，

多数人认为这是“熊孩子”的恶作剧。两岁的莉莉与其他两个小孩子一起玩耍，
进入了电梯，电梯的按钮原本是在9楼，其中5岁的小男孩却蹦跳着摁亮了18层的
按钮。电梯到达9楼的时候，三个孩子一起走出去，其后小男孩却将两岁的小姑
娘重新抱回了电梯，并将她一个人重新关进电梯，带到了18楼。电梯到达顶层开
门的一瞬间，2岁的小姑娘本能地朝着外面的阳光走去，谁想到顶楼的护栏失修，
莉莉一脚踩空，从18楼坠楼身亡。再回看电梯里的监控录像，2岁的莉莉惊慌地
拍打电梯门的画面，一阵心痛... ...有网友回忆起相似的经历，在电梯里碰到一个

妈妈带着三四岁大的孩子，她们出电梯之前，小男孩突然啪啪啪连按了几个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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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熊孩子”和“杀人犯”之间，仅一步之遥。2017年7月3

日长沙出现的电梯坠楼事件，现在想想，真是毛骨悚然，乱按
电梯的小男孩致使2岁莉莉坠楼。也许这些“熊孩子”就会是下
一个“杀人犯”，父母一句及时的呵斥就能让孩子学会的道理，
凭什么要让无辜的家庭以丧子之痛来给“熊孩子”敲响警钟？
在阻止孩子跨出这一步或危急关头大声喝止的人，最应当，也
最有能力的是“熊孩子”的家长。家长的教育缺失导致孩子行
为准则和责任意识的缺失，长此以往，这批“熊孩子”长大之
后，必将对自己、对他人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熊孩子”可
以说就是熊家长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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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论文论证段落要求：
   1、观点明晰；
   2、叙例详略得当；
   3、例子能够有力地论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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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议结合的
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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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式----去粗存精，以一当十

一、
•       有位作家说，人要读三本大书。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获赞无数的文化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主持人董卿印证
了这一点。《中国诗词大会》第六期，一位孩童清脆地唱着《春夜喜
雨》，父亲轻轻地和着，董卿被这一幕感动，眼里闪着泪花，随口念
出了叶赛宁的《我记得》。“当时的我是何等温柔，我把花瓣撒在你
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
文字，那般欢畅。” 做为主持人的董卿，在节目中，由内而外优雅知
性，散发着独有的魅力，真的像选手赞叹的“以玉为骨，雪为肤，芙
蓉为面，杨柳为姿，更重的是以诗词为心” 。从有到无，是一种心智
的升华。唯有“有字之书”的累积、铺垫，人才能读懂“无字之书”
的深义。诗词歌赋，浸润她的精神世界，从小培养的良好品格铸就她
的德性骨骼， “有字之书”使董卿气质美如兰。                           

•                                ——2017年浙江高考卷“人生三本书”

引
叙

析

点

明月式四字法：引、
叙、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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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练：
      将以下段落进行改写，分别

以“工匠精神”“坚守文化”为
中心论点，使之符合议论文叙议
结合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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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
            在国家、社会的努力下，当代年轻人开始重拾历史，在前行
中回看，于新潮中忆旧。《我在故宫修文物》给我们展现最多的
就是安静：采访钟表室的修复师王津时，除了说话声，就只有自
鸣钟整点报时的钟鸣，其他的一切似乎安静得不存在；在采访裱
画室的修复师徐建华时，工作室的另一角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一
直在搓一张唐卡的褙纸，采访了两个半小时，他搓了两个半小时，
身形不变，不疾不徐，旁若无人，仿佛消融在这平静的无限重复
之中，时间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换了更加辽阔的坐标，以千年计
算。所以，对历史的崇敬与向往至关重要，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
视力度越来越大，中华文化便会在世界文化大观园中大放异彩。
在一个个对于文物修复师而言的稀松日常里，我们能够看到比修
复钟表、青铜器、木器、古琴更多的东西。

            这是一部讲述“匠人精神”的纪录片，那些带着历史痕迹的
文物，每一件都有着生命和故事，而人们之所以能重新见到这些
精美的物件，都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在故宫的角落中为我们修修
补补。它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揭秘世界顶级文物的“
复活”技术。

第9页,共23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以“工匠精神”为中心论点

    木心在《从前慢》里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
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故宫里的人则告诉我们：
如今的日色也能变得慢，一生只专注于做一件事。这个喧嚣的
当下，“坐得住”可能会错过新风口，人们慌张焦虑，生怕一
不小心就落后。可在这群修复师身上，却藏着一种对时间的超
然。我们看到，在钟表室，除了说话声，就只有自鸣钟整点报
时的钟鸣，其他的一切似乎安静得不存在；在裱画室，一个年
轻的男孩，一直在搓一张唐卡的褙纸，他搓了两个半小时，身
形不变，不疾不徐，旁若无人，时间仿佛消融在这平静的无限
重复之中。他们在故宫修文物，修了浮躁的人心，也修了人们
的欲望。这种“工匠精神”是故宫精神的一部分，静心不妄动，
专注身心合一，这既是一种手工艺，也是一种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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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坚守文化”为中心论点

      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他们却要用几年

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
丝合缝，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一幅

古画要揭一两个月，一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老
修复师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对文物的敬畏与谦恭渗
透在他们每一个细节中，最终变成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他们深信：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会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
大观园中大放异彩。他们用一辈子来捍卫信仰，他们用
手中的文化精粹向全世界证实中国古代文化曾达到的高
度，这是对技艺传承的坚守，对祖国文化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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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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