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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作文（六）：怎样立意（7 篇） 

 

第一篇：立意的要求（要切题、要深刻、要鲜明） 

 

1、立意要切题 

 

立意又称为主旨。它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和中心思想的含义大至是相同的。  

 

  作一篇文章，它的立意是非常关键的。明末清初大学问家王夫之曾说：“无论诗歌与长

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而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 也曾

说过：“明确作品的主题，正是最初帮助我们从乱麻中理出头绪，告诉我们怎样从丰富复杂

的生活中动手概括和注意提炼的关键……一篇作品内容丰富，而主题思想不明确，就好像行

肉。 ”可见一篇作文的立意非常重要。 

 

  怎样才能算是切题呢?我们就拿高考作文《尝试》为例来作一下说明。从作文题目可以

看出，这是一篇单纯的命题作文——一篇简单记叙文，要写好这篇考场作文，正确理解“尝

试”的含义是最重要的。尝试，即第一次有意识地去做某事。“尝试”是主动的行为，不是

被动的、偶然的行为、经历或遭遇，不是对生活的被动体验、感受等。所谓“主动”，就是

主人公面对一种新的情境，从主体意识中萌发出来的想要一试身手的愿望和追求并付之于行

动(包括心理行为)，并在此后获得了思想、情感上的收获、经验、教训等——这种主动行为

并不排除主人公在他人的鼓励与引导下所进行的尝试。  

 

  在作文中我们可以写许多尝试性的事件， 

 

  如：做饭、洗衣、缝衣、登山、划船、打工、游泳、学开车、作生意、早恋、跳舞、吸

烟等等，正面的反面的都有。可是无论从正面写还是从反面写的尝试性事件都不是问题的关

键。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立意。例如，都写劳动，有人通过劳动的尝试，体验出劳动的艰辛，

父母的辛苦，劳动的伟大，读书的重要等，从而激发起珍惜学习生活、发愤学习，决心改变

家乡落后面貌的思想感情，得出“打工日当午，汗滴脚下土，谁知手中钱，厘厘皆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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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结论；这样才可以说是符合题意的，而有些人却得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吃

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结论，从而产生厌恶劳动，卑视劳动的思想感情，这种意义显然不

正确，思想内容显然是不健康的，因此也是不切题的。所以说，问题不在于写什么事件——

正面事件如果没有正确的立意，肯定写不出好作文；反面事件如果有正确立意，也可能写出

质量上乘之作。 

 

  要想写出切题的文章，我们通常可以抓住以下三点来重点把握。 

 

  1 准确  

 

  所谓准确的把握题旨，就是要正确的理解题目的基本要求即明白题目究竟要求我们写什

么。比如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小作文，题目为：任选诗中的两种鸟，展开想象，以《××与

×× 的对话》为题，写一个 200 字左右的对话片断，诗如下：  

 

  鸟的评说  

 

  麻雀说燕子  

 

  是怕冷的懦夫  

 

  燕子说黄鹂  

 

  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  

 

  黄鹂说百灵  

 

  声音悦耳动机不纯  

 

  百灵说最无原则的  

 

  要算那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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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鹉说喜鹊  

 

  生就一副奴颜媚骨  

 

  喜鹊说苍鹰好高鹜远  

 

  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 

 

  试举几篇为例来说明：  

 

  〔例文一〕  

 

  麻雀与燕子的对话  

 

  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山岗上，居住着麻雀、燕子、黄鹂、百灵、还有鹦鹉、喜鹊、苍鹰等

鸟儿。它们整天在这个茂密的树林里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它们是为了争夺食物吧?不，它

们在这里是为了炫耀自己在百鸟中的本领，想取得比别的鸟们优越的地位。吵得最凶的要数

麻雀和燕子了。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并不示弱，她一边报复麻雀一边嘲讽麻雀一

边嘲讽黄鹂，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呢，又说百灵声音悦耳但动机不纯……她们

就这样互相揭短，互相攻击着。看来，鸟儿没有宁日了。 〖HT〗 

 

  这篇文章，小作者显然是没注意审题，没有正确把握题旨。题目要求写的是对话的片断，

而小作者所写的小文章虽然与所给材料有关，但无一句是对话。这篇短文只是对诗的一种概

述和转述，是对材料重复的叙述。 

 

  〔例文二〕  

 

  麻雀与燕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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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是生就的家鸟，只会在屋檐下树枝上做巢，居住在巢里或栖息在树枝上，喜欢成群

结队，叽叽喳喳地绕着人们的房舍觅食，在田野里偷谷子吃。一天，她们碰上了燕子。燕子

是冬飞南夏飞北的候鸟，麻雀不能理解燕子何以要那么不顾疲劳的长途远飞。冬天，燕子又

要飞走了，麻雀议论了：“看我们姐妹，冬天不怕冷，你们厚厚的羽毛还不保暖吗?你们为什

么不能象我们一样常年住在北方呢?真是些儒夫!”燕子无言以对，她怎能解释得清呢?心想：

我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呀!我们身体的特征让我们必须随着季节冷暖的变化而南来北往呀!

〖HT〗 

 

  这篇文章，小作者也是没有正确把握题目要求。文章以说明、叙述为主体，两种鸟之间

没有对话，只有麻雀对燕子说了一些话，但是燕子什么也没有说，只有心理活动而己，显然

不符合题旨的要求。  

 

  黄鹂与鹦鹉的对话  

 

  在某某工作的叔叔回家看望奶奶，带回两只可爱的鸟，一只是黄鹂，一只是鹦鹉。鹦鹉

见有人来就会说：“您好!您好!”“欢迎!欢迎!”一类的话，特别招人喜爱，而黄鹂会唱出动

听悦耳的歌，也引得大家赞叹不绝。可是两个鸟常常互不服气：你青睐这个鸟时，那个鸟不

免有些妒意。有一天，正当我赞美黄鹂动听的歌声时，只见鹦鹉撇撇嘴说：“她唱得好听，

还不是凭她妈给她的一副好嗓子，自己有何能耐?”黄鹂也不甘示弱，抖抖美丽的羽毛，伸

伸脖子，尖着嗓子说：“她能言会道，又怎么样?她说的哪一句是自己的主见，还不是毫无原

则。”“谁没有原则?”鹦鹉叫起屈来。“就是她，就是她，不然，为啥有‘鹦鹉学舌’的成语

呢?”听着两只鸟的争论，我陷入了沉思。 〖HT〗 

 

  在这篇作文中是以叙述为主体，作者转述出鸟儿的争论，显然不是直接对话：文中两种

鸟分别与作者的对话，作者殷勤地充当两种鸟的裁判并“陷入了沉思”，这不是两鸟的对话，

真不知作者“沉思”什么?这显然是立意不清楚。  

 

2、立意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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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立意的基本要求之一。主要指的是确立的主题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浅显的道理，而是自己

独特的感受、独到的见解。这种感受和见解，来自对所写事物的认真观察、仔细研究和反复

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具有较深的思想和内涵，给人以启发和鼓励。 

 

  怎样才能做到立意深刻?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把握。 

 

  (1)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意思是说，不同的

人，由于思想感情不同，写出的文章立意自然就不一样，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我们都

读过，它的立意就十分深刻，在鲁迅先生的同时代，有许多人也写过同鲁迅先生一样主题的

对人力车夫的作品，但他们的立意远没有鲁迅先生的深刻。这主要是因为鲁迅先生作为革命

的知识分子，能够看到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根源所在。  

 

  (2)要勤于动脑，认真思考。 

 

鲁迅先生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写文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就是说写作对生活的认识不

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要力求发现内在的、本质的东西。  

 

  此外，在写作中注意防止两种倾向。其一，防止人为地抬高。深刻地立意并不是靠口号

喊出来的，也不是人为地粘贴到作品中去的，而是靠作品自身显示出来的。其二，防止意多

文乱。立意不是越多就越深刻。只有主题深刻，才能做到重点突出。  

 

  下面的文章，立意就很好，请仔细体会。 

 

  关于时间，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粗浅地知道：时间，它不仅仅属于个人。有时，

需要为他人牺牲我个人的时间，说不定，他人也在为我牺牲着他自己珍贵的时间。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赶紧洗好衣服，整理好房间，便静下心来复习英语。这是我

的薄弱环节，可要抓紧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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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屋外人行道上传来邻居小胖妹妹的嚎哭声。我赶紧冲出门去，只见小胖倒栽在街

沿石下，我把她搀扶起来，她已经血流满面。原来，是一辆自行车在人行道上推行，一不小

心把她带倒了。我一看，自行车主正对我说：“是我不好，赶紧送医院!”我想到小胖妈妈卧

病在床，我有责任陪她去。这时，只见小胖妈妈已支撑着出门来，我便向她交代清楚情况，

把小胖抱上自行车，捂住她的伤口，心急火燎地向医院走去。 

 

  到了医院，挂急诊，找医生，哄小胖，急得团团转。医生一看，却若无其事地在她头上

包扎一番，再打一针防破伤风，就叫回家。那自行车主付了医疗费，又把小胖推回来。我心

想这一来回花了一个半小时，回到家可要抓紧时间复习英语了。 

 

  正想着，望到家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小胖妈，一个是谁呢?啊，这不是王老师吧?

果然是她!她是我的英语老师，她特地来看我了，来帮助我了!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王

老师! ”  

 

  等车推到了小胖妈跟前，我便请王老师进了屋。说也奇怪，人一激动，就更专心，复习

的效果格外好，王老师的问题我都能用英语回答出来，只是句式变换还掌握得不好，王老师

不厌其详地讲解了许多时候。  

 

  就这样，这一天我对时间有了新的理解：当你为他人牺牲时间的时候，他人也正在为你

牺牲时间。而这，便构成了我们时代新型的人际关系。时间啊，你来作证。 

 

  这篇例文，把对时间的理解与人生的感悟联结起来，构思新颖，立意深刻，虽然叙述上

不够流畅，但思路还是清晰、明了的，比较形象地阐明了当今时代新型的人际关系。 

 

7、立意要简洁 

 

  法国著名学者狄德罗说过：“作品必须简单明了。因此，不需要加以任何闲散的形象，

无谓的点缀。主题只应是一个。”确实这样，一篇好的文章，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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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看袁鹰的名作： 

 

  白杨  

 

  火车窗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天和地的界限也并不那么分

得清晰，都是浑然一体。  

 

  从哪儿看得出列车在前进呢?  

 

  那就是沿着铁路线的一行白杨树。每隔几秒钏，从窗口就飞快地闪过一个高大秀拔的身

影。  

 

  一位旅客正望着这些戈壁滩上的卫士出神。  

 

“爸爸，”他的大孩子摇着他的腿，“你看那树多高!”  

 

  爸爸并没有从沉思中回过头来，倒是旁边的妹妹插嘴了：  

 

“不，那不是树，那是大伞。”  

 

“哪有这么大的伞?”  

 

“你看它多直!”妹妹分辩着。  

 

“它是树，不是伞!”哥哥肯定地说。 

 

  小小的争论，才把爸爸的思路引过来，他慢慢地抚摸孩子们的头： 

 

“这不是伞，这是白杨树。”  

 

  哥哥还不满足：“为什么它这么直，长得这么大?”  

 

  爸爸的微笑停止了，换上了严肃的神色。他想了一会，就告诉儿子和小女儿：这白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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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是这么直，这么高大。哪儿需要它，它很快就在哪儿生根、发芽，长出壮实的枝干。

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遭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

动摇。  

 

  爸爸只是在向孩子们介绍白杨树么?不是的，他也在表白着自己的心。爸爸的这番心意，

孩子们现在还不能理解。 

 

  他们只晓得爸爸在某某工作，是前两年下放到那儿去的；妈妈也在某某工作，也是前两

年下放到那儿去的。他们只晓得爸爸这回到奶奶这里来接他们，到某某去念小学，将来再念

中学。他们只晓得某某是个很远的地方，坐几天火车，还要再坐几天汽车。 

 

  现在呢，孩子们多了一点知识：在通向某某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树，它们的名字叫白

杨树。这儿需要它们，它们就在这儿生根了。而它们不管到哪里，总是那么直，那么高大。

 

 

  爸爸的手搂着两个孩子，望着窗外闪过去的白杨树，又陷入沉思。突然，他的嘴角又浮

起一丝微笑，那是因为他看见在火车前进方向的右方，在一株高大的白杨树身边，几棵小树

正迎着风沙成长起来。 

 

  这篇文章的中心非常明了。作者用白杨树作为题目，通过对白杨树的特征的描写，进而

歌颂和赞美了为边疆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建设者的革命精神。 

 

3、立意要鲜明 

 

   所谓立意要鲜明，是说在写作过程中要时刻把握住文章的主旨，让别人清楚地知道你在

写什么，不能忽略对命题(或材料)的特定含义的把握而泛泛地展开，这样就会造成思想不鲜

明，中心不突出，使别人看到你的文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例如：根据《鸟的评说》，自选角度，自拟题，联系生活实际，展开议论，写一篇不少

于 60 0 字的议论文，有位小作者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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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鹰，就当搏击长空  

 

  但丁有这么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确，人生犹如赛跑，有运动员，

也有旁观者。当你在漫长坎坷的道路上攀登时，总会有人指东说西，评头论足。不过，在我

看来，前面的路得自己走完。 

 

  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总是平坦大道，人生之旅也不会总是和风丽日。成功总是与积极进取

分不开的，鲜花也往往与汗水具来，只有敢于向自己的既定目标永不停足地攀登的人，才能

最终走向成功的彼岸。虽然，平静幽美的港湾确很吸引人，但真正的水手总是喜欢在风浪中

搏击，风平浪静的江河永远不会出现弄潮儿。  

 

  当代文坛巨子蒋子龙小学时代对作文可谓“一窍不通”，被老师讥讽道：“这个班就算都

能当作家，那剩下的一个就是你蒋子龙”。而他，没有因此而灰心，而是用坚韧的毅力，辛

勤的劳动终于没有让老师言中自己的前途。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敢于面对别人的评头论足，

按照自己的特点，特长和优势，坚定信念，才会有所成就。 

 

  人生的道路犹如登山，只有登上险峰，才能领略无限的风光，而那些中途驻足者或是在

山下仰望者以及目睹那些跋涉者的艰辛而暗自庆幸自己的安逸者是永远也不会看见如画的

风景的。  

 

  所以说，是鹰，就当搏击长空，在风雨中铸造坚强。有道是：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

花扑鼻香。让我们立足本职，各尽其才，各显其能，互相促进，互相学习，把祖国装扮得绚

丽多姿。  

 

  这篇文章，分析一下就可看出有三个角度：1 人只有像苍鹰一样敢于搏击，才能取得

成功。2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3 人应各尽其才，才能各显其能。第一角度只是以

材料中的片言只语为论，显然没有抓住材料主旨；第二和第三个角度都符合材料主旨——材

料虽然可以多角度立意，但一篇短文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度，把体现两个角度，两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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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材料杂揉掺合在一起，势必会使文章论点分散、杂乱无章，但经过修改，可以成为一篇

很好的文章。如： 

 

  是鹰，就应当搏击长空 

 

——《鸟的评说》读后 

 

  读罢《鸟的评说》，有一个感觉，就是：鸟民们对自己的同伴有些苛求。试想，麻雀说

燕子是怕冷的懦夫——不错，燕子怕冷，但并不是懦夫，她在南来北往的远涉途中，不知要

经受多少艰难险阻的考验，能说她是懦夫吗?再说苍鹰，喜鹊认为他好高骛远——这是真的，

但并不能说就是缺点。事实上，燕子的远涉也好，苍鹰的好高骛远也好，都是他们的习性，

是生存的需要，同伴们实在不应苛求他们。 

 

  我由此想到了人类。我们人类中像鸟们一样苛求同伴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农民被

一些人称为没有远某某想；教师，一些人说他们只会纸上谈兵；至于那些歌星，也有人说是

用老百姓血汗钱养活的可有可无的“闲人”等等。显然这都是不公正的苛求。古人云，术业

有专攻，才能各不同。人有百相，也有百能。有的人擅长于实际工作，有的人有组织才能；

有的人善讲，有的人喜唱……他们既然各有所长，就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吧。这样，他

们也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们为什么要苛求他们呢?是鹰，就当搏击长空翱翔于蓝天；是

百灵，就当放声高歌；是农民，就当脚踏实地地劳作；是教师，就当在三尽讲台上高谈阔论……

所有这些，都将是大自然中和谐的音符。 

 

  让我们立足本职，各尽其才，各显其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把祖国装扮得绚丽多姿!

 

 

  请记住：是鹰，就当搏击长空! 

 

第二篇：立意创新的技巧 

 

“意犹帅也”，它的统帅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决定着材料的取舍，还表现在它影响着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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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篇布局、表达手法等。立意的高下是文章成败的关键。我们如何才能从“人人心中有”的

题材中挖掘出“人人笔下无”的主题来呢?相信下面的方法对大家会有所启示。 

 

  1、化大为小．立意显真情。 

 

  我们应该学会透过表面去观察事情的本质。有时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可能就是一个典型；

一声轻语、一次微笑，可能就蕴涵着丰富的情感。这种小中见大的写法，可以让主题变得生

动引人。如市 2003 年中考作文中，有同学把笔墨放在山山水水之上，写出自己对祖国的喝

彩；有同学从众多的往事人手，写出自己对父母的喝彩。这样立意当然可以，但难于出新。

一篇题为《喝彩》的满分作文就有些与众不同，作者只选取美丽眉毛“舒展”与“变化”的

瞬间，将老师温和可爱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把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与喜爱之情状写得出神

入化，美不胜收。《一碗白开水》、《三粒荔枝》等文章，都属于“小中见大”、“平中见奇”

的立意方式。 

 

  2、推陈出新，立意见新颖。 

 

  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我们应该学会从与众不同的角度去打开思路，这样才能推

陈出新，高人一筹。 

 

  如以“关心”为话题作文，大部分同学把眼光放在生病或遇到困难’时，老师和家长是

怎样关心自己等方面，而另一些同学偏偏转换视角，将目光移到了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热点问

题上，立意便有了不俗的魅力。有写申奥的：一位考生把“对体育一窍不通的妈妈”对报刊

的那种关注，把“球迷爸爸”在等待中显示出的孩子般的那份烦躁，写得让人忍俊不禁；文

中还有对楼上楼下人们言行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普通的中国人、一个个普通的家

庭对奥运寄予的巨大希望，透过文字，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一颗颗正在跳动着的爱国之心。

有写环保的：一同学把地球比作一位美丽的少女，通过古今面貌的变化，写出了她正在遭受

的严重破坏，表现出了现代中学生对环保的极大关注，对自然的无限热爱。 

 

  虽是同一题目，但由于写作角度的不同，立意便因人而异，效果自然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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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反弹琵琶。立意求深刻。 

 

  有些事，从正面写，立意平平，难以激起读者的兴趣；从反面写，会波澜顿起，深化主

题。 

 

  一篇题为．《这个名字最贱》的满分作文，先极力描写亲戚朋友对一个满月婴儿的名字

大为关心的情景：孩子的爸爸认为“名字越贱越好”，于是大姨取名为“野草”，舅舅取名为

“狗儿”。正当大家争论不休时，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原来，躺在里屋病床上的爷爷(脏

兮兮的，瘦巴巴的，热天还盖着被子)想喝水，由于身体虚弱，不小心摔碎了杯子。面对围

过来的客人，老人挣扎着坐起来，口齿不清地吐出了几个字：“我看，就叫……‘爷爷’好

了，那野草，狗儿，都没有‘爷爷’这两个字贱!”作者反面着笔，对比鲜明地点出了大家

对待小孩与老人的不同态度，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拓展训练】 

 

  爱是一个普通的字眼，爱是--种美好的感受。爱可能蕴涵在老师一个关心的眼神里，爱

可能深藏在朋友一声亲切的问候中。夜晚，爸爸为你端上的那杯牛奶洋溢着爱；清晨，妈妈

为你准备的那份早点充满着爱。只要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爱的存在。 

 

  请以“爱”为话题，写一篇 600 字的文章。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不限。 

 

  【构思导引】 

 

“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大到国家、民族，小至恸物、花草，都可以成为写作内容。

对初中生来说，适宜用“化大为小”的方法，从身边最亲近的人、最熟悉的事入手，如按话

题所提示的，从一杯牛奶、一件衣服等来切入很有吸引力；从写作内容上说，一般同学会写

父母、老师等人对自己的关爱，我们若能舍近求远，写自己对动物、对自然的爱，便容易写

出新意。从写作角度上说，一般同学可能会写自己生病或遇到困难时亲人、朋友对自己的关

心，我们若从“误会”或“矛盾”写起，也许文章会显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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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几例立意创新的指导与训练 

 

【训练题目】以“今夜月儿圆”为题，写一篇文章。 

 

  【点拨出新】对于初中生来说，这个作文题目，应该比较好写。但是，要想立意新颖深

刻却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我是这样做的： 

 

  第一步，明确写作要求，引发学生讨论作文的立意。经过一番讨论交流，同学们这样立

意的较多：月圆之夜，我、爸爸、妈妈与爷爷奶奶三世同堂，赏月团圆，尽享天伦之乐，月

圆人也圆。以上立意，符合题意，但未免流于平庸。“文章最忌随人后”，要写得新颖别致，

就应该做到“个个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突破思维的定势，言人所未尝言。 

 

  第二步，顺势利导，让学生换个角度，逆向思考：“月圆人不圆”的事和现象有哪些？

问题一出，学生踊跃发言：月圆之夜，我的哥哥守卫边疆，不能与家人团聚，月圆人不圆；

月圆之夜，我爸爸因在外地工作，不能与我们团圆；月圆之夜，妈妈替人值夜班，不能与我

们团圆……这样，立意赞扬委曲小家、顾全大家、忘我工作的精神就有了较好的突破口。 

 

  第三步，借梯上楼，进一步思考，使文章立意再推进一步。启发思考：“月圆人圆或月

圆人不圆”，人们对此的感触和由此引发的联想有无共同之处？稍加比较，学生不难归纳出

“对亲情的期盼，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赞颂”这类共同点。由此，可进一步启发学生思

考：对以上立意，可以从哪些方面再把它具体化呢？这样，学生的思维就有了明确的目的和

方向。稍加讨论，诸如盼望海峡两岸的统一，对恐怖组织的谴责，对战争的厌恶，对病魔的

痛恨，对美好生活的珍惜等等立意就应运而生了。第四步，拓展思维，把思维引入更广更新

的领域。启发：以上立意都是睹月思人，围绕人而立。人有悲欢离合，但月也有阴晴圆缺，

除了围绕人写，是不是也可以围绕月来做一做文章？问题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嫦娥奔

月”、“吴刚伐桂”，月上也有美丽的传说和故事，可以写月的美好；“阿波罗登月”显示了人

类科技的发展，可写月的作用；月光朗照，常见不异，假使月光难觅，也可引发人对环保的

思考；月圆月缺也可引发对人生世相的思考：人间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人应辩证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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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习作示例】 

 

   今夜月儿圆 

 

   高辉圆 

 

   万家灯火。 

 

   金黄的满月在众星的簇拥下微笑着注视着这个世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饭菜香。又

是中秋！ 

 

   在一个冷冷清清的小院里，皎洁的月光把一个孤独的身影扯得好长好长…… 

 

   月光下，一 X沧桑的脸是如此清晰。尽管岁数不是很大，可是岁月却过早地在他脸上

刻下了斑驳的年轮。此刻，邻居家的电视上欢快的歌声让他倍觉凄凉，在别人儿孙欢聚一堂

尽享天伦之乐时，他却只能这样落寞，“看来儿子今晚不来了！”想到这，李老汉心里又泛起

一阵难言的酸楚。李老某某年丧妻，是他把年仅九岁的儿子拉扯大的。现在，虽说儿子也十

分孝敬，隔三差五地回来坐坐，时常塞点儿钱给他。可是，人老了，或多或少地有些害怕寂

寞，老想找个人说说话儿，解解闷。可他知道这不可能，儿子手头经营着三个大公司，整天

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和他说话呢？儿子几次要把他接到城里住，他都推脱说不习惯，没

有去。去年中秋儿子很晚才回来，今年看样子是不回来了。 

 

“唉！”一声沉重的叹息让月儿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个孤独的老人。“儿子忙啊！”以前他总

是这样安慰自己，可是今天却起不了作用。李老汉抽着旱烟袋，又想起了儿子没办公司那会

儿，每年中秋，儿子、儿媳再加上小孙孙，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看月亮，吃月饼。小孙孙睁大

了眼睛听他讲“嫦娥奔月”的故事，闹着要到月亮上给嫦娥送月饼，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今，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听到小孙孙的那一声甜甜的“爷爷”了……“如果儿子没有钱多好！”

他时常这样想。虽然希望儿子过得好，可他忍不住这样想，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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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代替了儿子和他的亲情；是钱，夺走了他的儿子！想到这，他不禁恨起那些花花绿绿的

票子来了。终于，月下的那个身影站起来，回屋了。月儿更圆了，如水的月光洒遍了院子的

每个角落。 

 

  邻居家的电视里仍欢唱着：“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简评】小作者紧扣时代的脉搏，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被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亲情领域。

老年人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孤独寂寞的，这不能不令人思考。读罢此

文，不得不惊叹小作者构思立意的新颖深刻，在众多平庸的立意中，此文就是化平庸为新奇

之作了，真的是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当然，此文在对比手法的运用和情景交融

上也有独到之处。 

 

第三篇：立意的方法 

 

1、立意中的寓意法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入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这

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察和体

验中，才会有比较深刻的探究与思考，才会“有得”，即会有某种思想观念的产生。这种把

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想法寓于事物之中的立意方法，便是寓意法，它能使文章所表达的内

容更为隽永含蓄，耐人品味。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体验都不尽相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

可以体会出更深的意味。 

 

  寓意法在文中的运用，首先要注意虚与实的结合。其次，寓意要高远。  

 

  前者，例如茅盾的《白杨礼赞》中以白杨寓意西北的革命人民，文中说，白杨树是那样

挺拔，“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加过人工似的，

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

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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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

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作者从白杨树的总体形象——力争上游；写到它的干——笔直，绝无旁枝；写到它的枝

——笔直向上，紧紧靠拢；写到它的叶——宽大，片片上上；写到它的皮——光滑，银色晕

圈，淡青色。无一不在写白杨树的特点，可以说是句句写实。但细细品味，就会发觉句句在

写人，写人的力争上游、正直、团结、进取、质朴的品格。由此看来，又是句句在写虚。文

章实虚结合，天衣无缝。 

 

  宋朝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对“莲花”有这样一段描写： 〖予独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作者写“莲”，由形出神，重在神韵。字字写“莲”，句句言君子，赞美君子高尚的气节，

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趣。文章这样的旨意，在当时的社会，

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当代作家贾平凹写的散文《丑石》，先从正面——色彩、形状、无用三方面极写丑石之

“丑”，接着又从侧面——与汉白玉、大青石相比，荒草、绿苔、黑斑依附它繁衍滋生，连

孩子们也讨厌它等方面极写丑石之“丑”。然而，有一天，一个天文学家突然发现了这块石

头，原来是一块“陨石”，“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发过光，我

们的先祖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更了不起的是“它落下来了，

在污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了”。人们对此困惑不解，甚至还讥讽它、嫌弃它，只

有天文学家才说它“以丑为美”，说它“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这样，便含蓄而发人深

思地提出了应如何正确理解“丑”与“美”的问题，启示人们，认识事物的丑、美，不能只

看外部现象，而要看实质。 

 

  推而论之，对人的认识何尝不是如此呢?文章结尾处又极力赞美丑石的伟大——“那种

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实质上是赞扬忍辱负重的民族精神。这又不禁使人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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