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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考语文主题训练



技法 学会记事（七上第二单元P32）

    1.理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分清重点内容，叙事有条理。

    记事能力是最基本的写作能力。写清楚是记事的基本要求，一般要写出

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事情的经过是记叙的主要内容,要重点写, 写详细

些。要把一件事写清楚,动笔之前先要想清楚，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再按照

一定的顺序有条理地写下来。



    2.叙事的同时也要记录自己真实的感受。不同的阶段，感受也会不同。

    很多时候,记事也是为了传达情感,分享体验,因此,还要学会写得有感情。

这是更高的要求。怎样才能写得有感情呢？关键是要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有

真切感受的事,说发自内心的话。例如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 回忆了几件

与母亲有关的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母亲的挚爱和怀

念,以及对自己少不更事的追悔,读后令人感伤不已。我们写作记事文章的时

候,也要记真实的事,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切忌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



    3.表达情感时，灵活运用多种描写方法。

    表达情感时，还要注意锤炼语言,学习使用一些能够贴切表达情感的词语

或句子,抓住一些感人的细节。如《秋天的怀念》中“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

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记事·技法点拨 2024武汉中考高分范文《剧本的意义》

[2024武汉中考]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班级组织了“诗词大会”活动。前三轮循环赛中，第6组一直处于落后状

态，小组组员很沮丧，有人甚至产生了退赛的念头。组长说：“‘诗词大会’活

动是为了让我们积累更多的古诗词，丰富我们的文化积淀。目前，我们虽然

暂时处于劣势，但大家发现了吗？这几次我们都是在‘边塞诗’的积累上暴露

出问题。与其说这是在竞赛，不如说是在帮助我们查漏补缺。只要弥补了这

些缺漏，我们将无往不胜！”小组成员找到了竞赛失利的意义，重新燃起了

斗志。

    发现意义，往往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带来的沮丧，积极地面对生活。



    请你根据对上述文字的理解和思考，或叙述生活经历，或论述其中道理，

写一篇文章。

    要求：依据材料的整体语意立意，自拟标题，不少于600字。文中如果

出现自己的姓名或校名，请以化名代替。



[佳作展示] 

剧本的意义

    “呃，你们的剧本写得也很优秀，但是文学性太强
了，不是那么贴近生活。她们的剧本更贴近校园生活，也
更符合心理剧的主题。”
    老师的话还回荡在我耳旁，很明了，也很照顾我们的
情绪，但我就是无法接受。怎么会呢？那可是经过我们反
复推敲、精心打磨的第三版剧本，每一个字、每一个词，
都是我们仔细斟酌过的，怎么可能选不上呢？
    我抬头，望向同样错愕、茫然的涵同学和博同学。在
几人的对视中，时间又回到了那些忙碌的午后……

借助人物语言创
设情境，点明失
败的事实。

心理描写，揭示
面对失败时“我”
的内心感受。



    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略显空荡的教室里，几个
人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我们神采飞扬，灵感如泉涌，每个
人都滔滔不绝地阐述着自己的见解与看法。那时的我们是
多么自信，期待着在心理剧展演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一展
风采。

运用插叙，回忆
“我”和同伴为心
理剧展演做准备
的场景。



    然而，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无
奈地叹了一口气，望向走廊外的几株花草。这时，一只手
搭在了我的肩上。我抬头，是剧本的负责人。他脸上的愁
云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灿烂的笑容。他温柔地
说：“都过去了，没选上就没选上，可能是我们技不如人
吧。”
    “我们之前做的那么多努力，难道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吗？也许是老师没有仔细看，要不再争取一下？”



    “可我们参加活动，本就是为了写出一份满意的剧本
啊！没选上并不代表我们不行，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尽了全
力，没有留遗憾，也知道了问题所在，这就够了！”
    我脑海中似乎有一道惊雷闪过，是的，我好像一直搞
错了。参加这次活动，真正的意义并不是上台演出，而是
享受创作剧本的过程：为每一个情节的设置绞尽脑汁，为
每一次灵感的乍现欢欣雀跃，小组成员相互交流学习的美
好时刻，剧本完成时的心满意足。

在人物对话中揭
示了失败的意
义。

抒发感悟，揭示
“我”从这次活动
中发现的意义。



    想到这儿，我也笑了，的确如此啊。我们几个人有说
有笑地回到了教室。
    这次写剧本的经历很可贵。它让我明白，做一件事情
的意义，并不一定是最终的成功。无论成功与否，只要发
现过程的意义，我们都能有所收获，都能获得成长。

事件的结果：
“我”和同伴摆脱
了失败带来的沮
丧，变得释然。
总结全文，由事
生发感悟，点明
并深化主题，引
人思考。



技法 写人要抓住特点（七上第三单元P54）

    要写好一个人物, 不要泛泛地叙述和描写,要抓住人物区别于他人的独特

之处来写。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写寿镜吾老先生 “读书入神” 时

的动作：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 因为读到这里, 他总是微笑起来, 而且将头

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寥寥几笔, 一个可爱的 “宿儒” 形象跃然

纸上。

    “人” 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一件件事情中。要把人写 “活”,写

成 “他自己”, 就要把人放在事件中写,写他与别人的交往,写他富有个性的语

言、动作行为和心理活动。可写的事情较多, 要选择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事

来写,可以是一件事,也可以是几件事。



技法 写出人物的精神（七下第一单元P24）

    我们知道写人有一些常见的方法, 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等。

通过这些描写, 可以穷形尽相,尽显人物之形; 还可以以形写神,使人物之神跃

然纸上。比如《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一文,写闻一多“昂首挺

胸, 长须飘飘”， 刻画出闻先生参加游行时的外貌特点, 令人感受到他的大

无畏精神。可以说,写人物的外在特点,也能写出内在的精神。

    那么,要写出人物的精神,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可以抓住典型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精

神追求往往在细节处得以彰显。如《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中,

闻一多先生钻研学问时专注认真、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通过他头发凌乱、书

桌上“众物腾怨” 等细节来表现的。再如《回忆鲁迅先生（节选）》一文,通

过对鲁迅日常生活中一些琐事的细腻描述,展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平凡生活, 

让人看到了更富人情味、更加真实的鲁迅先生。

    其次, 可以借助一些写作手法来加以突出、强调。如对比、衬托、正面

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等, 都可以起到揭示和突显人物精神的作用。如《邓

稼先》一文, 将邓稼先与美国 “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进行对比,鲜明地表现

了邓稼先忠厚朴实的气质和毫无私心、甘于奉献的品格。



    另外, 还可以借助一些抒情、议论的句子, 对人物的精神品质进行点睛

式的概括。如《邓稼先》中,“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

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

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就深刻而准确地点出了邓

稼先的精神品格。这些精彩的抒情和议论,提炼了人物的精神品质,也对文章

主旨起到了升华的作用。不妨细细揣摩,写作时尝试模仿。



写人·技法点拨 2024浙江模拟高分范文《母亲的招牌》

[2024浙江模拟] 阅读下面材料，任选一个任务，根据要求写作。

    异彩纷呈的汉字招牌，犹如一件件民间工艺品，陈列于各地城镇街市中，

成为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民俗画卷。招牌从来就不只是灯箱和霓虹，更是

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与身处其中的人们进行的一场无声但有趣的对话。回想

自己的生活，是否有这样一块招牌，引起了你的思考？



【任务一】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一篇关于“招牌”的记叙性文章。

【任务二】转换视角，化身某一块“招牌”，发挥联想和想象，进行文学创作。

【任务三】提炼观点，展开论述，表达对“招牌”文化的看法和思考。

要求：题目自拟，文体自选（诗歌除外）；不少于600字；文中不得出现个

人信息，如地名、校名、人名等。



[佳作展示] 

母亲的招牌

    后院里，两棵桃树上结满了桃子。母亲对我说：
“可以摘来吃了，咱们一起去，别弄坏了树枝，碰掉
了桃子就可惜了。”
    我拿着一只塑料盆，跟在母亲身后，来到后院。
站到桃树下，看到满树红艳艳的桃子，像涂了粉红的
胭脂，秀气可爱。

叙事开篇，领起全
文。

巧用修辞，突出桃
子的成熟，极富画
面感。



    母亲小心翼翼地摘取眼前够得到的桃子，她左手
轻轻地拿住桃子，右手用一把剪刀对着桃子尾部一
剪，一只饱满的桃子就乖乖地落在母亲的手掌里了。
我把塑料盆向前一伸，母亲把桃子轻轻一放，桃子就
自在地卧在盆里了。

动作描写，细化母
亲摘桃子的过程，
揭示其做事认真、
有耐心的品质。



    母亲在树下把脑袋歪来转去地挑选，半天才摘下
一只桃子。我有点儿焦急，催促母亲说：“干吗不快
点儿，反正都是桃子，摘下来就可以了呀！”母亲先
是深沉地看着我，然后清一下嗓子，严肃地说：“那
怎么能行？桃树一年开一次花，结一次果，它全心全
意地为咱们服务，咱们怎么能粗暴地对待它呢？”听
了母亲的话，我一时语塞。此时，她端详桃子的态
度，绝对胜过她打扮自己时的态度。

将母亲的耐心与
“我”的焦急形成对
比，并通过语言描
写强调母亲对“我”
的教育。



    摘下十一只桃子后，母亲便不再多摘，她说等桃
子长到合适的时候再来摘。回家后，母亲郑重其事地
把桃子拿出来，放到桌上，挑选四只最红最大的，让
我拿给奶奶吃。“你奶奶牙齿不好，适合吃这熟透的
桃子！”她边说边把四只拳头大小的桃子放到小袋
里，示意我马上送去。奶奶的家就在我家前面，我很
快就把桃子送到她手上。当听说这些桃子是母亲特意
挑选的，奶奶深情地说：“你妈妈对我是真的好！”奶
奶的风湿病越来越严重了，每次都是母亲送饭给她
吃，每次上医院也都是母亲带她去。

详写事件，揭示母
亲尊老爱老的美好
品质，令人感动。



    母亲又从剩下的桃子里挑选了四只，说要送给邻
居王姨尝鲜，王姨也总是把好吃的东西拿来给我家。
王姨与母亲一样，也有一副热心肠。分完后，还剩下
三个桃子，母亲说：“咱一家三口正好一人一个，千
万别贪吃。等桃子再长熟一些，咱们继续摘，再分给
其他邻居吃。吃之前呀，咱们必须先想着别人。”

概述事件，凸显和
谐友爱的邻里关
系。
语言描写，凸显母
亲心中装着他人的
优秀品质。



    母亲从来不在我面前说大话，更不在别人面前夸
海口，她总喜欢默默地做事，轻轻地说话。邻居们都
喜欢母亲，乐于亲近她，母亲也尊敬邻居们，时时想
着他们。在我看来，她做事认真、有耐心，敬老爱
老，懂得分享，这些都是她为人处世的金字招牌。

运用议论的句子, 对
人物的精神品质进
行点睛式的概括。



技法 抓住细节（七下第三单元P77）

    细节描写是对人物、景物、事件等表现对象的细微刻画, 往往能起到以

小见大、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阿长与〈山海经〉》中,阿长把“山海经”叫

作“三哼经”，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保姆,却惦念着“我”喜欢的书,细节

虽小, 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学们在写作时, 也要学会抓住细节,具体来说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真实。真实的细节是对生活细致观察的结果。如《老王》中对老王来

送香油和鸡蛋时的细节描写 （“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

的”）, 可能会令人觉得害怕,不过写出了作者当时那种真切的感觉, 让人难忘。



二、典型。细节贵在精而不在多, 要善于抓住最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

来写。如《台阶》中父亲洗脚、踩黄泥等细节描写,都很好地表现了父亲的勤

劳能干。

三、生动。细节描写用语要生动、简洁,让读者如见其人,如睹其物,如临其境。

《卖油翁》 中写卖油翁观看陈尧咨射箭的表情和动作,只用了“睨之”和“但微

颔之”两个语句,就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人物的态度和心理。



细节描写·技法点拨 2024长沙中考高分范文《考试的背后》

[2024长沙中考] 写作。

    写作时，一些同学常常为没有新颖的写作素材而苦恼。其实，只要善于

观察与思考，我们就能在一些平凡常见的事情背后发现不一样的情感或不一

样的道理。

    “考试”是我们身边常见的事，请你以“考试的背后”为题写一篇文章。

    写作时注意以下要求：①力求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或体会；②文体不限，

但不要写成诗歌或戏剧；③不少于600字，不要抄袭，不要套作；④文中不

得出现自己的真实姓名、校名等相关信息。



[佳作展示] 

考试的背后
    “儿子，你帮我看看这件红色的旗袍怎么样？我准备在
你中考那天穿。”
    妈妈没那么年轻了，在岁月的洗礼下，她眼角的鱼尾纹
悄然浮现，腰间的赘肉多了很多。我正在备战中考三模考
试，抬头望了一眼计时器屏幕上反射的红光，没有转身，只
是随口说道：“算了吧，穿旗袍很尴尬的。”说完，我也没有
去看妈妈，而是低下头继续刷题。只觉她的声音变小了：
“这不是希望你中考那天能旗开得胜嘛……”我从未想过，
妈

妈的这句话会成为我考试背后的强大力量…… 

对话开篇，直
接入题。

紧扣题目“考
试的背后”，
设置悬念。



    这是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前桌传来试卷和答题卡，
在课桌间距被拉开的考场里，我的心剧烈地跳动，呼吸变得
急促，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我不停地喝水、擦汗，强迫自
己冷静下来，但越是这样，脑海中的那些知识点，越是变得
模糊……

创设考场情
境，凸显“我”
内心的紧张。



    考完试回到家，紧张、焦虑的情绪仍然在我心中蔓延。
根据这次模考的状态，我仿佛已经听到了中考出成绩那天家
里人的悲叹…… 

预想中考失利
后的情形，为
下文写母亲穿
旗袍为“我”助
考埋下伏笔。



    客厅里没看到妈妈，听到卧室里的动静，我走过去，看
到妈妈把自己塞进了一件大红色的旗袍里。此时她正在系扣
子，扣子在腰间，很不好系。她奋力将上身扭转一个角度，
衣服从肩到腰处都拉出了几条褶皱。她踮起脚，好像这样就
好收腹一点，努力将头向后扭去，双手在腰间不断扯动，一
次次按压腰间突出的赘肉……我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为了
支持我的中考，妈妈竟然穿上了从没穿过的、也极不适合自
己的旗袍。

“塞”字形象地
表现了妈妈穿
旗袍的艰难。
细节描写，写
出变胖的妈妈
为穿上旗袍付
出的努力。



    在中考的考场上，当我又要因紧张而焦虑时，脑海中浮
现了妈妈努力穿旗袍的场景。我内心的紧张逐渐消失，取而
代之的是安心。我深呼一口气，开始认真、从容地答题。与
此同时，等在校门口的妈妈，穿着那件大红色的旗袍默默为
我加油。我知道，不论中考的结果如何，妈妈永远都会陪在
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妈妈那句
话中所蕴含的强大力量。或许，我真的可以旗开得胜！ 

    考试的背后，是母爱的强大力量。

呼应开篇，解
开悬念。

结尾扣题，点
明中心。



技法~4对点训练 2024广州中考

    请从“说谢谢”“往前走”“看见美”中选择一个，将题目《那个教会我____

的人》补充完整，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文体自选（诗歌除外）；②600字以上；③文中不能出现考生的

姓名和所在学校名称。



【佳作展示】

那个教会我往前走的人
    轻轻拉开抽屉，一副布满伤痕的乒乓球
拍静静躺着，即使胶皮老化褪色，我也绝不
会扔，因为这是郑教练送给我的，他就是那
个教会我往前走的人。
    “我是郑教练，在这里，你必须听我
的!”8岁的我真的被吓到了，郑教练矮小敦
实，声如洪钟，连空气都在震颤。“这副球
拍送给你，这是武士的佩剑，丢了就别来
了!”我小小的手，接过了那大大的球拍。

写人要抓住特点：语言描写、
外貌描写以及夸张修辞手法的
运用，使一个有威严的教练形
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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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08046103073007006

https://d.book118.com/408046103073007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