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论文主体段事例句写作技巧

写好事例，高分不愁



壹
事 例 写 法



事例论证是议论文论证方法中最常用的一种，所以
写好事例段特别重要。

   详例，即用典型的具体的事例作论据来证

明语段论点，叙例文字较多，即通常所说的
“摆事实”“例证法”。由于这种方法是以
个别事实作为前提证明一个观点的，因此，
选例要有较强的说服力，列举的事实必须注
意应该真实、典型。详例看似简单，但最易
出问题，我们看以下病例：

一、详例论证法（典例分析法）



【例1】欧洲有位化学家，在一次实验中，发现一种新物质，可是他没有把这种新物质提炼出来，就放弃了这个实验。后
来另一位化学家也做了这样的实验，由于他坚持不懈，另一种新元素终于被他发现了。

事例不准确，出现硬伤。托尔斯泰是俄国作家，哪个不知道？
“用了60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托
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一共用了7年时间。论据不真实，失
去可信度，同样就没有说服力了。

【病例1】欧洲有位化学家，在一次实验中，发现一种新物质，
可是他没有把这种新物质提炼出来，就放弃了这个实验。后
来另一位化学家也做了这样的实验，由于他坚持不懈，另一
种新元素终于被他发现了。

事例语焉不详，甚至虚假。提到的两位化学家，没有写出他们
的姓名，做什么实验，发现一种什么新物质，模糊不清，因此
降低了论据的说服力。
【病例2】法国的托尔斯泰为写《战争与和平》深入采访，光笔
记就写了40万字，最后终于用6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巨著。



【病例3】做事必须要有恒心。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诗坛上
颇负盛名，但他从不满足，
从不松懈，经常深入民间把
自己的新诗念给村妇老农们
听，问他们听懂听不懂，虚
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加以
修改。所以他的诗通俗易懂，
深受广大人民喜爱。

【例1】欧洲有位化学家，在一次实验中，发现一种新
物质，可是他没有把这种新物质提炼出来，就放弃了这
个实验。后来另一位化学家也做了这样的实验，由于他

坚持不懈，另一种新元素终于被他发现了。

事例与观点若即若离，打擦
边球。用这个事例论证“做
事要有恒心”显然是不妥的，
虽然其中也有“不松懈”、
“经常”等字样，却不能用
来论证“有恒”。如果用它
来论证“作家应该有严谨的
创作态度”则是很切题的。



（用例冗长，以叙代议。这是初学议论文的同学最易犯的毛病。司马迁的事迹众所周知，无须详细介绍。这样不仅拉长
篇幅，成为赘语，而且冲淡了论点。）

用例冗长，以叙代议。这是初学议论文的同学最易犯
的毛病。司马迁的事迹众所周知，无须详细介绍。这
样不仅拉长篇幅，成为赘语，而且冲淡了论点。

【病例4】 “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西汉
历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遵父命写史书，遍访天下古迹，
花费二十年进行资料搜寻蓄备。正当他潜心著书时，一场
灾难降临了他的头上。因为他为李陵辩护而惹怒了汉武帝，
被捕下狱，遭受宫刑。这一打击使他痛不欲生，几欲绝命
于世。正是著写史书的大志支撑着他，使他忍辱苟活，终
于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



        排例，即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例子排

比并举的形式证明语段观点，叙例的文字简约，
句式整饬，点到为止。因而又称之为“点例
”。巧用点例，能使材料丰富，文采斐然，赢
得“发展等级”分。

二、略例排比论证法



       运用点例排比构段需注意两个问题：

1、排比事例一定要有内容上的某种相关性，这
是运用点例排比的基础，如果事例间缺乏这种相
关性的，就不能集中运用；
2、在分述事例时，尽可能保持语言句式的相似，
从而形成排比，彰显气势与文采。

二、略例排比论证法



【例1】如果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之声，也许伯
牙的《高山流水》只能埋葬于荒山野林间。如
果没有那位老教授的欣赏，也许瞎子阿炳的
《二泉映月》只能长眠于街市深巷间。如果没
有能人善士的指点迷津，那么没有哪一位君主
可以成就千秋霸业，名垂千古！

请欣赏以下范例，特别注意构句方法：

1、运用了假设句来形成排例，如果没有…也许
只能…



【例2】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已是被无数古今事实证明了的
真理。邹忌直言讽谏，齐王悬赏纳谏，齐国得以强盛；王
平诚心忠告，马谡固执己见，街亭终致失守；唐太宗任用
魏征，开言路、纳直谏，得有贞观之治；朱元璋求教朱升，
广积粮、缓称王，建立大明天下；李鼎铭的意见得到采纳，
精兵简政，人民拥护；马寅初的理论遭到批判，人口激增、
国家受害……这些事例，不都有力地说明了“从善如流”
的重要吗？

2、运用了条件句来形成排例，有了…才有了
…，也才有了…



【例3】勤学苦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有勤，才有了孔
子“韦编三绝”的佳话，也才有了世界文化史上十大名
人之一的美誉；有勤，才有了祖逖“闻鸡起舞”的美谈，
也方有了雄才大展、北伐报国的伟业；有勤，才有了张
海迪“当代保尔”的称号，也才有了“通五经、贯六艺
”的这位当代青年学习的楷模。我国伟大的数学家华罗
庚不也曾积数十年辛勤耕耘慨而叹道：“一分辛苦一分
才，勤能补拙是良训”吗？由此可见，碌碌无为与大有
作为之间差的不就是一个“勤”吗？勤，有如一架彩桥，
把人们从无知引向有知，从有知引向有才，从有才引向
有为。

3、运用了条件句来形成排例，有了…才有了
…，也才有了…



【例4】徒有万般“羡鱼”心，而无一丝“结网”意，
结果定会一事无成。这道理虽然浅显，但实际上却不是
每个人都能清楚认识到的。有的人希望成为爱迪生式的
“发明大王”，可是却畏于钻研科学知识之难；有的人
想继莫泊桑之后，再夺“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但又
慑于常年练笔之艰辛；有的人想一鸣惊人成为“音乐巨
匠”，却惰于在五线谱的田地上埋首耕耘；有的人愿自
己有一副郎平的“铁榔头”，却怠于无数次的扣杀训练。
如此心怀鸿鹄之志，而身属燕雀之行，连一条小小的鱼
都会捉不到，更何况要实现那恢宏的大志呢！

4、运用转折句来形成排例，想…，可是却…



    写语段时，如果连用几个详例，难免显得

臃肿堆砌；如果一味地略举，难免显得单薄。
一般说来，应详略并举。众人皆知的熟悉事例
不妨略举，众人陌生的事例不妨详举。详略事
例组合，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即能能增强文
章的论证效果。这招在考场上最有效。

三、详略结合论证法



【例文】成功的人，总是能享受挫折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国宋朝名医庞安，幼年患耳病，却著有《难经辨》、《本草
补遗》等书。科普作家高士其在科学实验中得了甲型脑炎，全
身瘫痪，舌头僵硬，讲话困难，但长期以顽强的毅力口授了大
量科普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支英国军队被拿破仑所率
大军击溃，这支军队的将领们落荒而逃，其中一位逃到了农夫
的牛棚中，当他身心交困时，他惊奇的发现了一只蜘蛛在狂风
中织网。网被狂风一次次刮破，但蜘蛛又一次次重新编织。将
军被这小精灵震撼了。于是他回到部队，重整旗鼓，厉兵秣马，
终于在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击溃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他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震四方的一代名将——威灵顿。（考
场优秀作文《享受挫折》）



【点评】
 这个语段，以威灵顿击溃拿破仑这个典型事例
（详例）为论据，以庞安、高士其等人为辅助论
据（点例），较好的论证了“成功者能享受挫折
”这个语段中心。这就是说，作为例证的事例，
只要能恰到好处的起到证明的作用，针对性强，
有说服力，一桩事例同样也能证明论点。但为了
突出和强调所选事例，必须作适当的阐述。只有
这样，才能突出论点所需要的部分；也只有这样，
才能使事例与论点之间真正具有了逻辑关系，才
能使事例起到论证作用。



贰
事 例 写 法
注 意 事 项



1、事例宜多不宜少
　　有的考生全篇文章就是一两个详细的事例加上一些泛泛
的议论，这样写先不说结构上的错误，只从内容而言，太少
的事例会使文章显得内容单薄，论证无力。应采用三个以上
事例，并做到详略结合。几个事例还可用排比句式，既内容
充实，又气势如虹。
  2、事例宜高度概括，不宜拖沓冗长

　　议论文重在分析论证，事例是为议论服务的，叙述不能
太详细，更不能以例代议。再者，在有限的字数之内，要达
到内容充实的目的，做到既有丰富事例，又有名言引证，还
有类比喻证等，就要求注意叙述事例的精练。
　　



3、事例宜多维组合，不宜单方位出击
　　人的审美需求总是立体的、丰富多彩的，单方面的事例即便再多给
人的感觉仍是片面的，没有说服力。因此，举例要从多方面入手。
　　（1）正反例结合
　　既有正面例子，也有反面例子，这样更能鲜明地表现作者的观点，
使真理更真，谬误更谬。实际上，这恰又成了另一种有力的论证方法—
—对比论证了。
　　（2）不同时空事例组合
　　作文中常有“纵观历史长河”“纵览古今中外”等字句，的确，要
尽量从古、今、中、外这几个不同方面举例，尤其要注意运用新鲜时事
作为论据以强化论证效果，凸显文章的针对性、现实意义。这要求考生
多关注新闻，关注生活。
　　（3）详略事例组合
　　详略事例组合既利于说理，又内容充实，还显得旁征博引，展示了
作者博闻强识的深厚作文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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