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十　文体与构思
分点突破一　议论文的文体架构



逐点突破 • 建知识之架构



考向分析

议论文又称论说文，是一种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运用逻辑思维

评事论理的文章体裁。议论文是考场中最为常见的文体，它最能够体现

考生的素材处理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联系生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写好议论文对于考生来说尤为重要。



一、议论文的三个要素

(一)论点

论点是作者对所论问题提出的见解和主张。论点是一篇议论文的灵

魂和旗帜,没有论点或论点含糊,论证也就失去方向,结果是不知所云。

1．论点的要求

(1)正确——论点根植了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立场、观点、态度
方法是正确的。

(2)鲜明——有明确的褒贬立场。
(3)新颖——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4)唯一——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论点，但可以有几个分论点。



2．论点的提出

虽说中心论点可放在题目、开头、结尾或文中，但作为考场作文，

论点应放在开头部分，开篇之后迅速入题，在200字以内将自己的观点

亮明，这样可使阅卷老师在第一时间迅速直观地把握文章大意，对作文

是否切题有一个总体印象。中心论点应该用肯定判断句表述，或者用具

有判断意味的陈述句表述。如：“诚实守信是每一个人必须具有的优秀

品质”“亲身实践得到的结论才是真实可靠的”“拒绝平庸方能有所作

为”。不能使用问句，也不用短语。如2021年全国甲卷优秀作文《可为

与有为》的开头：



当今社会竞争加剧，每个人身上的压力倍增，于是乎，“躺平”成

了话语，“佛系”成了主义。仰望星空的眼神逐渐空洞，低头专注的仅

仅是尺寸之间，这些“万事不可为”之信念确乎不该是我们青年一辈所

应有所该有的。请谨记，相信“可为”才能实现梦想，坚持“有为”才

能书写华章。

开头部分非常清楚地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便于阅卷者了解文章

的中心内容。



(二)论据

议论文的论点确立以后，用来证明论点的根据叫论据，只有举出足

够的事实或说出正确的道理，才能证明论点的正确性。

1．论据的类型

(1)事实论据

事实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描述和概括，是证明论点的最有说

服力的论据，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事实论据包括具体

事例、概括事实、统计数字、亲身经历等等。在运用事实论据时，常把

对典型论据的剖析和概括性论据的列举结合起来，从而使论据材料既有

广度，又有深度，更具说服力。



(2)理论论据

理论论据是指为论证某个问题或者观点正确或错误而引用的一些名

人名言、谚语、古代文献等材料，一般指那些来源于实践，并且已长期

被实践证明和检验过，断定为正确的观点，它包括经典性的著作和权威

性的言论(如名人名言等)，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公式等。



2．论据的要求

(1)正确——能紧扣中心论点，为论证中心论点服务，不能让论点和

论据分离。若与论点无关，再生动的论据，也不能选用。

(2)真实——列举的事实、数据等要真实可靠，要经得起考验。要符

合实际，符合生活逻辑。只有论据确凿可靠，才能充分有力地证明论点，

才能使论点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3)典型——材料必须有代表性,有权威性,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因此,使用论据最好“慕名而选”,即选用名人名家的名言和事例。“我

姥姥说”“张三李四说”“有人说”,往往人微言轻,缺少分量。



(4)新颖——选用能打动人且一般人不太熟知的事例作论据，不要总

选大家熟悉的古今中外的名人事例。新颖与陈旧是相对而言的，要使所

摆的论据新鲜一点，可以从三方面考虑：①别人不常用的；②新近发生

的；③旧论据新角度。

(5)概括——叙述论据时用较概括的语言，能把与论点有关的主要事

例说清楚就行，不要对事例作详细叙述，尤其不能有细节描写，以免写

成记叙文。



3．论据的使用

使用论据不是把论据简单地罗列在论点后面，而是要对论据进行分

析，和观点契合起来；作为论据的材料往往有多层内涵，要根据需要进

行表述，即选好角度、侧重点；议论文中的事例叙述要简洁，一般情况

下只要说清事件的起因、主要过程和结果即可，有时还可以更加灵活。



(1)紧扣论点，合理剪裁

一则事实材料不是单一的信息体，而是诸多信息的集合，我们可以

从中提炼出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写出切合不同立意的议论

文。但有些学生在选用事实论据时往往习惯于照搬照抄，让其以原生态

的形式呈现于文章中，结果自己选择的材料枝蔓丛生，无法和议论文的

主题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此一来，文章不具备说服力就在情理之中

了。因此，在具体写作中，我们要以立意为标尺、剪刀去丈量、裁剪事

实材料，使之合乎行文要求，以实现其最大效力。



(原稿)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依据现实来进

行选择。鲁迅先生痛心疾首于国人的麻木不仁，选择做一名文学斗士来

医治国人的灵魂，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

(改稿)人的一生中会面临许多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依据现实来进

行选择。鲁迅先生本可以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但他痛心疾首

于国人麻木不仁的现实，认为医治国人的灵魂比医治国人的身体更重要，

毅然弃医从文，发出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呼告，拯救了不少麻木不仁的心

灵。

这段文字的观点是“要依据现实来做出选择”。原稿事例侧重的是

鲁迅先生本可以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但他选择了文学。显然不能扣紧

论点。



(2)剔“肥”拣“瘦”，叙例精要

议论文中的事实，应该只是引述而不是描写，是择要交待，舍弃其

中的细节；摘取事件的一点，舍弃其他与论点无关的部分，这是很重要

的一点。引述只是为议论而服务的，一定要注意高度概括，只要能证明

论点就行。比较新颖的论据应详尽点，家喻户晓的事例则尽可能概括。

单个论据篇幅要短(少于150字)。如： 



注重小细节，成就大梦想。李玉刚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每天

不停地倾听、模仿、学习他人。这就是他的胜人之处，能够将小事情做

到极致。李玉刚少年时家里很穷，很早便辍学去打工，由于对音乐的热

爱，他选择在一家歌厅打工。每天听着歌手们的歌声，他也无比渴望去

唱歌。所以他学习，注重歌曲的每一处音调、每一个细节的处理。在准

备《四美图》这个节目时，他说：“我几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相关资料，包括分析、鉴赏专家的不同

观点，并考虑如何诠释它们。”(195字)对细节的注重，成就了他在舞台

上完美的表现。 



这个例子存在叙述过细、啰嗦赘余的问题，需要我们简明扼要，剔

“肥”拣“瘦”。剔除不能突出论点的介绍，如“李玉刚少年时家里很

穷，很早便辍学去打工”；剔除不能突出论点的对话或者不能突出论点

的转述，如“他说……”可以删除。 可作如下修改： 

注重小细节，成就大梦想。少年时的李玉刚就怀揣着“歌者”的梦

想在歌厅打工，他注重歌曲的每一处音调，每一个细节的处理，每天不

停地倾听、模仿、学习他人。(63字)对细节的注重，成就了他在舞台上

完美的表现。 

这样升格之后，剔除了繁杂的内容，论述语言更加简明扼要。



(3)多向并举，拓展广度

对一篇充实的议论文而言，事实论据是不可或缺的构建材料，但在

构建的过程中若只是一味地堆砌事实论据，而不讲求一定的方法技巧，

则可能使文章出现“材料单一，枯燥无味，偏狭不周，漏洞百出”的硬

伤。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材料的特点，如从时间上分，有古代

事例，也有近现代、当代事例；从地域上分，有本国的事例，也有外国

的事例；从性质上分，有正面的事例，也有反面的事例；从范围上分，

有点上的事例，也有面上的事例。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以上区分的基础上

进行灵活组织，或做到古今结合，或做到中外并举，或做到正反相映，

或做到点面互补。如：



(古今结合)诸葛亮谨记刘备遗言，尽心辅佐刘禅。他明知敌强我弱，

却义无反顾地六出祁山，最终病故于阵前。他本可以弃政治、诺言而去，

在山林中逍遥，然而，道德告诉他，只有“鞠躬尽瘁”，方能闪耀于历

史长河之中。而当代的一名公交车司机黄志全，也在用生命实践着道德。

在心脏病复发之时，他忍着剧痛，刹车、靠边、打开车门。车安全了，

乘客安全了，行人安全了，他却永远地离开了。

(中外并举)马克思如果不用他毕生的精力矢志不渝地追求，大英图

书馆地板上那两个深陷的脚印又怎能引导通向人类解放的道路？刘翔如

果不用矫健的双腿奋力地奔跑，又怎能实现他为亚洲赢得第一枚跨栏金

牌的价值？



(正反相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文天祥和郑思肖宁死不屈的气节既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又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最终名垂青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厚颜无耻的慈禧竟然为了一己之私欲而不惜抛弃国家的尊严，倾全

国之财物去讨好各帝国，所以留下骂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点面互补)古有晏子使楚，楚国刻意刁难，开了个小门让晏子钻。

晏子据理力争，说：“下等人出使下等国家，小国开小门。”他没有破

口大骂，也没有负气回国，而是适时弯曲，据理力争，用言辞维护了自

己的人格与祖国的尊严。韩信受胯下之辱，张良为老人拾履，勾践卧薪

尝胆，刘备三顾茅庐，他们能屈能伸，屈为积蓄力量，伸为博取尊严。



(4)叙议结合，深入分析 

论据后要加上适当的“议”来分析，使论点与论据融为一体，而不

是油水分离。分析是联系论点和论据的桥梁，是丰富文章内容的关键。

中学生的议论文，大多不善分析，只是停留在论点加引用论据上，致使

议论文浅显空洞，缺乏说服力。因此，运用论据时，要视野广阔，精心

选材，细心加工，用厚重的责任意识和时代意识去挖掘论据背后的深层

含意。叙议结合的方式主要有：先叙后议，边叙边议，先议后叙再议。

如： 



“留学教父”俞敏洪同样是一位赢在“弯道”上的成功者。他的人

生“弯道”，虽然没有速度的比拼，但同样需要敢于超越的勇气。当那

个被同学们嘲笑发音不准的俞敏洪皱着眉低着头的时候，他正经受着挫

折与痛苦的锤炼。然而，处在深不可测的谷底，他依然在心底刻下“危

急之时正是转机之时”的信条，坚信着那句“不放弃，不抛弃”的诺言，

苦学英语，自我完善，最终完成了人生的超越，成功地创办了国内最权

威的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俞敏洪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实现人生“
弯道”上的超越，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赢在弯道》片

段) 



这个片段采用了“先议后叙再议”的方式。作者先提出观点：俞敏

洪同样是一位赢在“弯道”上的成功者，他的人生“弯道”同样需要敢

于超越的勇气。接着叙述了他苦学英语，最终创办了“新东方”的事例。

最后以俞敏洪的经历启示人们：要实现人生“弯道”上的超越，就必须

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 



(5)舍旧求新，化熟为生

旧素材，大多数同学看到的是人们都能看到的，或者是表面上的含

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作论据进行论述，必定是比较俗套的，没有多大

新意。而如果我们能从陈旧的素材中发现别人都没有看到的问题，旧素

材就能翻出新见解，老树就能发出新芽，同样是可以运用的。如考场作

文《廉蔺嫌隙谁之过》片段： 

蔺相如大智大勇、胸怀宽广，廉颇知错能改、率直鲁莽；蔺相如如

鲜花一朵，廉颇似绿叶一片，廉颇的狭隘自私映衬蔺相如的虚怀若谷。

何以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廉颇、蔺相如嫌隙谁之过？ 



 成就蔺相如位居廉颇之上的是“渑池之会”，“渑池之会”谁的功

劳大？“渑池之会”上，蔺相如智勇双全不卑不亢呵叱秦王，保全了赵

王的面子，击碎了秦王胁迫赵王割地的美梦，挫败了秦国想在外交上挟

持赵国的阴谋，抑制了秦国的嚣张气焰，功在赵国，享誉天下。蔺相如

功大，但廉颇功更大。第一，廉颇在送赵王出境时，提出了宁肯立太子

为王也要维护赵国领土完整的策略，这个被赵王首肯的策略可谓是蔺相

如在渑池会上行事的指导思想。廉颇是政策的制定者，蔺相如是政策的

执行者。第二，蔺相如呵叱秦王，“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其

根本原因是“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而统率赵国军队的正是



“以勇气闻于诸侯”的“赵之良将”廉颇。秦赵渑池之会，人们看到的

是在前台表演的蔺相如，忽视了在后台策划和导演的廉颇。蔺相如靠勇

气表演，廉颇凭“经验”导演，分工不同，功劳相同。 

可以说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一直以来，蔺相如以国

家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形象深入人心，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眼光独到，

从廉颇的角度出发分析，廉颇凭经验、策略比蔺相如的功劳更大，却不

为人们所首肯或发现。这样的分析又与文章的观点契合。可以说，作者

从旧素材中看出新意来，是取得高分的关键。



(三)论证

有了正确的论点和充分的论据，还须借助一定的论证方法才能使论

点得以阐明。由于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构成了

不同的事理，这就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灵活采用多种方法，以便从多

角度、多侧面去论证论点，使论点的正确性得到全面、充分和深刻的证

明。

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方法包括事例论证法(例证法)、引用论证法(引证

法)、比喻论证法(喻证法)、正反对照法(对比法)、类比论证法(类比法)等。



1．举例论证法(例证法)

举例论证法是根据需要列举一定的事实来证明观点正确的方法。包

括具体事例、概括事实、统计数字、亲身经历等。

运用例证法，需要注意以下五点：

(1)事例要典型、确凿、有影响力。一般来说，可优先考虑著名的人

物或事例。

(2)事例的叙述要简明扼要，切忌拖泥带水，过于详细。



(3)事例切忌单一狭隘，要丰富广阔，要点面结合，古今中外相映成

辉，且按古今中外的顺序依次排列。同类事例掌握多时可考虑采用排比

句式列举。

(4)举出事例之后，要深入挖掘事例所蕴含的道理，揭示事例与论点

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优秀作文《夯实基础根基牢，循序渐进入佳境

》一文中写道：

夯实基础，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渐臻妙手之境。意大利著名的画

家达芬奇，小时候听从导师的教诲，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地练习画鸡蛋，

打下了良好而扎实的根基，在他以后的创作中，画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最终成了历史上的一代名家。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的房间里，到处都
挂着一串串小纸片，纸片上都写满了美妙的词语、生动的比喻、有用的

资料，是为了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都能记诵，然后随时可以恰到好处地
运用到文学作品中。达芬奇和杰克·伦敦以本手的功夫为基础，达到妙手
之境。

列举达芬奇和杰克·伦敦的例子，有力地论证了“夯实基础，才成妙
手之境”的观点。



2．引用论证法(引证法)

引用论证法，即为了证明某个观点或问题正确与否，适当地引用一

些具有理性色彩的论据，这些论据可以是科学原理、理论、公理、定律

等，也可以是名言警句、导师教导、经典著作中的论述等，还可以是生

活中的格言、谚语、俗语等。



运用引证法，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1)所引用的名言警句等针对性要强。如强调立志的重要性选用“三

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志向高远选用“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

(2)要简洁，不宜过多。自己的话应是议论的主题，是全文最醒目的

部分。

(3)要注意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区别。直接引用务求准确无误，间

接引用只需述其大意，但要注意人称的转化。



(4)要有分析，如果引用的是文言名句，要稍加解释，不必字字落实。

同时要联系观点，作出阐发。如果引用的是通俗语句，就要抓住引文中

的关键词句与论点密切相关的内容来加以分析，把它的内容更明确地揭

示出来。如果其中用到比喻等修辞手法，也要作一些阐述，使论据含意

更清楚地显现。引用论证的要点就在于“引文＋分析＋论点”。



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优秀作文《循序渐进为真谛，夯实基础谱新篇

》一文中写道：

魏征曾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根本不固，焉得森茂喜人的参天之木？活水不来，焉得天光云影共徘

徊？宋濂出身贫寒，一心向学。他亲手抄书执经叩问，积累知识之小流，

以成江海，方成明代大儒。全红婵热爱跳水，百炼成钢。她不分日夜勤

学苦练，积累技能之跬步，以至千里，终成奥运冠军。若他们缺乏循序

渐进的积累，而是妄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一日修建成罗马，哪来宋濂匠

心独运的诗文，又哪来全红婵技惊四座的跳水？他们以本手的功夫为基

础，方能臻妙手之境。



这段文字首先引用魏征的文字说明夯实基础的重要性；然后举出宋

濂和全红婵的事例，分析他们是如何“以本手的功夫为基础，方能臻妙

手之境”的。



3．对比论证法(对比法)

对比论证法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突出中心论点的

论证方法。对比既可以是观点之间的对照，也可以是论据材料之间的对

照。

运用对比论证需要注意以下五点：

(1)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根据文章中心的需要确定是否运用对比论证。

进行对比要阐述的道理是什么，一定要心中有数。

(2)用作对比的事物必须有明确、统一的对比点。如果两种事物间缺

乏一定的可比性，就缺少了对比的依据，也就达不到有效论证的目的。



(3)正反论证应有主有次。若文章从正面立论，主体部分则以正面论

述为主，以反面论述为辅；若文章从反面立论，则以反面论述为主，以

正面论述为辅。

(4)要有相同的对比量。如果论述时从正面讲了两个方面，那么用来

对照的部分一般也应该从反面讲两个方面。

(5)对比之后要进行适当的分析议论，把其中蕴含的事理简明扼要地

揭示出来。



如2022年高考模拟卷优秀作文《让纪念闪耀理性光芒》一文中写道：

黑格尔曾经自夸德国人天生就是哲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生

严谨自律的民族，却在一个狂人的引诱下，陷入了战争的渊薮。人们难

以忘记60年前的那幕惨剧：生灵涂炭、妻离子散、血流成河……生者在

对往事的审视中找到道德的标杆，也找到了纪念的理由。德国人用尽一

切方法阻止时间淡褪那血色、稀薄那呼声——修建集中营纪念馆，全力
处理战后的善后问题，还有那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德国人在60年里不断地反思，不停地纪念，终于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

德意志民族向世界展示了理性的力量，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但纪念一旦脱离理性的制约，它就会变成不可控制的魔鬼。日本在

60年前那幕惨剧中同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作为亚洲地区的主要刽子

手，日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往者已矣，日本的纪念却是如此这般：

右翼势力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还妄图为二战罪行翻案；不顾史实

修订历史教科书，文过饰非，美化侵略罪行；更有首相一年一度的靖国

神社“拜鬼”……日本这种偏离理性范畴的“纪念”活动，自然受到各

国人民的一致谴责。有句话说得好：“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更

高大！”

可见,理性的纪念才是正确的纪念,理性让纪念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以上两个论据，一正一反，对照鲜明，有力地论证了“理性的纪念

才是正确的纪念，理性让纪念闪耀出人性的光辉”这一中心论点。



4．比喻论证法(喻证法)

比喻论证法，就是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论证与被比喻事物相类似之理

的方法。换言之，就是用具体、浅显、熟悉的事物中所包含的道理作比

方，来揭示或阐明抽象、深奥、生疏的事物中所包含的道理。这一形象

化的论证方法，能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运用比喻论证，需要注意以下五点：

(1)用来作比的事物必须可信，要选择人所共知的，要具体、浅显而

新颖，通俗易懂。

(2)要找准作比喻的事物和论证的道理之间的相似点。本体与喻体既

要有相似点，又不能是同类事物，否则便构不成比喻。

(3)要生动、简明。不能让用来作比喻的事物掩盖要论证的道理或减

弱论说力度。

(4)要把比喻的内容和文章议论的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不能在比喻

时抛开议论。

(5)用成语、寓言、小故事来作比喻论证，要根据写作需要适当叙述

故事的梗概。这样便于读者明白深刻的道理。



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优秀作文《本立而妙生》一文中写道：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如果把

学问、技艺上的成就创造比作一棵树、一条河，基础就是其“根本”“

泉源”。打实基础就像种子破土之前，扎生根系，向大地吸取水分和营

养。它是不断学习、蓄积、规范的过程。《红楼梦》中，香菱学诗偏爱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认为新奇有趣，而黛玉认为“

断不可看这样的诗”，要先从王维的五律、杜甫的七律、李白的七绝各

一二百首学起，以这三人做底子，进而再读陶渊明、谢灵运。为什么各

要一二百首？非此，不足以懂诗情。为什么先学格律诗？非此，不足以

入诗理。黛玉的指点启发我们，任何创造都不是空中起楼阁，它离不开

丰厚的底蕴和对规范的熟知。

这段话前半部分运用比喻论证法，论证了打实基础的重要性。



5．类比论证法(类比法)

类比论证法，就是借助某个或某几个类似的故事、实例或作者安排

的情境，进行由此及彼的推理。

用于类比的事物大致有这么几种：古今中外的史实、神话传说、寓

言、自己创设的情境。



运用类比论证，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1)运用类比时所选取的事物要同类，具有本质方面的相同点。如不

属于同一类事物，虽有相似点，也只可以用比喻，而不能用类比。

(2)运用类比的事物必须是人们熟知的事物。在类比之后要剖析，要

善于揭示，一语破的，一针见血。

(3)避免单独运用类比论证这一种论证方式。最好是与其他的论证方

式结合使用，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4)要注意结论的可靠程度。除非个别很有把握的情况，否则结论一

般只是一种可能性。在表述上要把握住分寸，不可绝对化。



如2022年高考模拟卷优秀作文《抽丝剥茧，直击本质》一文中写道：

问题的本质，是矛盾的发源地。解决鼠患问题，不是将老鼠吃掉的

粮食补满，也不是堵上老鼠洞，前者是被动接受后果，后者是单纯从事

物反面采取行动。发烧不仅要降温，更要找准病因，就是发现本质，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现本质，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要求，也是最有

效的方法。



被表象迷惑，没有深入分析而做出的改变是错误的延续和扩大。20

世纪初，苏联曾在世界上闪耀万丈光芒，国力的迅速发展，使苏联逐渐

挺直了腰杆。但在斯大林模式僵化后，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

巴乔夫，他们都对本国的困难状况有所了解，但改革都未抓住根本上的

问题，从而导致了错误的扩大。虽然他们都不断地在苏联这架“飞机”

上修修补补，但由于未能抓住本质，“飞机”的要害之处依然脆弱不堪，

因此苏联的解体也就成了必然。

这两段文字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从各个层面搜集素材进行类比。一是

善于运用生活中的素材，比如解决鼠患和发烧的问题来源于生活，显示

了考生平日良好的思考习惯。二是善于选用历史素材，比如苏联的素材，

让读者认识到被表象迷惑的巨大的危害。



二、议论文的结构模式

议论文的结构，实际就是作者运用论据论证论点的思路，而这一过

程是跟人们认识一个新事物的一般规律相一致的。因此，选择、安排恰

当的议论文的结构，对读者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具有

重要的意义。

议论文的基本结构是：引论(总)——本论(分)——结论(总)。

这是以立论为主的议论文最常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种结构。



“引论”又称“绪论”，是提出问题的部分，把所要议论的课题摆

到读者面前。好的“引论”应简明、新颖。

“本论”又称“正论”，是分析问题，即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部

分，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可以论述几个问题，也可以论述一个问题的

几个方面。写本论应做到：紧承引论、力避重复。

“结论”是解决问题的部分，是文章内容发展的自然结果，通常放

在文章的最后，与引论相呼应。但结论与结尾并不是一回事。结论大于

结尾，可以是一段，也可以是两段。结论部分应做到干脆利索、形象含

蓄。



在本论部分，通常采用以下结构模式。

考向(一)　并列式结构

并列式结构是本论部分的常见模式。

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包括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分论点并

列式模板，要求文章在“引论”部分提出中心论点；在“本论”部分用

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并列关系的分论点分层论述，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

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在“结论”部分，深化、总结论点。



[模式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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