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盖房子”之喻 靠结构搭建“稳固文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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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第十五中
学语文教师，市作家
协会、诗词楹联协会、
读书协会会员。
他热爱诗词，热

爱传统文化，热爱教
育事业，深受学生、家
长和社会各界的喜爱
和赞誉。传统文化功
底深厚，课堂教学风
趣幽默，师生关系和
谐亲密，促进学生综
合素养全面发展，坚
持“作业最少，成绩最
好”。多篇作品在全
国、省、市级刊物发
表、获奖。

刘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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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房子讲究材料之间的衔接紧密、整
体结构结实牢固，作文创作同样需要搭建
起严谨的框架。素材是构成作文的“建筑
材料”，但仅有材料还不够，还得对这些材
料进行合理排列，让段落之间的过渡自然
流畅，这就如同房子里的“承重墙”“衔接
梁”，保障文章逻辑顺畅运行。

作文的开头要像房子的“大门”，简洁
有力，迅速引出主题，快速抓住老师的注意
力。可以采用设置悬念的方式，比如“成
长”主题的作文，开头这样写：“在我的记忆
深处，藏着一件始终让我困惑的事，直到那
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才恍然大悟……”也
可以用场景描写开篇，如“清晨的阳光透过
斑驳的树叶，洒在那条蜿蜒的小路上，我背
着书包，脚步沉重，因为即将面对的，是一

场充满挑战的演讲……”
中间段落如同房子的“房间”，要围绕

主旨，用不同的素材从多个角度进行论
述。每个段落都要有明确的中心，并且段
落之间要用过渡句进行衔接，比如“不仅
生活中有这样令人感动的案例，在历史
的长河中，亦有相似的故事值得我们铭
记。”通过这样的过渡，让内容层层递进、
逻辑清晰。

作文的结尾则像房子的“屋顶”，要做
到呼应开头、升华主旨，给整篇文章来一个
稳稳的收尾。可以采用抒情式结尾，如“成
长的路上，风雨兼程，但那些克服困难的瞬
间，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我前行的方
向……”也可以用哲理式结尾，将作文主题
上升到更深远的层面，引发读者思考。

“始于颜值，终于才华！”面试时，第一
印象往往对最终结果起到关键作用，在考
场作文里，卷面就是给阅卷老师的“第一印
象”，这一点尤其重要。试想，阅卷老师每
天面对堆积如山的试卷，在高强度的工作
中，整洁美观的卷面就像面试时清爽得体、
气质俱佳的人，可以瞬间抓住老师的目光；
而那些字迹潦草、涂改斑驳的卷面，如同蓬
头垢面、仪态不佳之人，很难让阅卷老师产
生深入了解其内在素质能力的欲望。

同学们在日常练习写字时，就要有意

识地追求工整、清晰。可以准备专门的练
字本，每天抽出10至15分钟练习楷书，从
基本笔画到完整汉字，循序渐进地
打磨书写功底。

考试过程中，若出现轻微笔
误，千万不要反复涂抹，因为过度
涂改会破坏卷面的整体整洁感。要
知道，干净漂亮的卷面，是作文得分的
基础门槛。先给阅卷老师营造“一见钟情”
的审美愉悦，老师才会有耐心深入品读作
文内容，这也为语文成绩筑牢首道防线。

烹饪需要真材实料，作文同样离不开
优质素材的支撑。若把作文比作一道精心
烹制的菜肴，主旨就是这道菜的“灵魂风
味”，而素材则是构成这道菜的“食材”，必
须与主旨精准匹配。比如，当我们要写“克
服困难”这一主题时，如果通篇只写学骑自
行车时摔了又骑、骑了又摔的单一情节，这
样的素材如同拿萝卜、白菜硬去做“鲍鱼鱼
汤”，做出来的作品自然味同嚼蜡，很难打
动阅卷老师。

为了让作文“食材”丰富多样，大家要
积极拓宽素材的获取渠道。生活中处处都
是素材的宝库：周末和家人去爬山，过程中
突破体力极限、咬牙坚持登顶的经历；路边
看到小草在石缝中挣扎生长的顽强姿态，

这些都是鲜活且充满生活气息的素材。
日常阅读中，同样能挖掘到海量优质

素材：名著里，保尔·柯察金在身体残疾后
依然坚持写作、为理想奋斗的成长磨难；古
诗词里，郑燮“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南北风”所蕴含的坚韧精神，这些都是可以
为作文增香添味的“美味食材”。

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作文增添“调味
品”，也就是在恰当的位置引用名人名言、
古诗、警句。比如，在论述坚持的力量时，
引用“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
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既能增添文采，又能
强化观点，让作文“色香味俱全”。当作文
素材丰富、富有感染力时，才能在众多试卷
里脱颖而出，成为拉高语文成绩的“硬菜”。

“面试”之喻 以卷面赢取“第一眼好感”

“没有任何一篇高分作文是
在考场上现写出来的”。把“三个
比喻”融入到日常的作文训练中：
每天坚持打磨书写，让卷面成为
语文考试中的“加分名片”；广泛
积累生活与阅读中的素材，让作
文内容“有料可挖”“有故事可
讲”；精心构建作文结构，让文章
逻辑严谨、“坚固美观”。

“烹饪”之喻 凭素材烹制“有味佳作”

得语文者得天下，得
作文者定江山。在语文学习

的版图中，作文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堪称语文成绩的“半壁江
山”。一篇高质量的作文，不仅能展现
学生的语言功底，更能传递思想深度与
人文素养。济宁市第十五中学的刘成
龙老师在作文教学中，经常用“面试”
“烹饪”“盖房子”三个比喻，指导

孩子们提升考场作文，进而
提高语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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