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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考作文近年来的命题导向是一以贯之的，大概可以概括为四个

关键词：新材料作文，思辨特点，人文诗意，成长感悟。——其中较

难把握的就是其思辨性的特点。所谓思辨性，就是有思考，有分辨；

要全面地看问题，一分为二地展开分析；写作中的“辨”要由“辩”体现

出来。万物须经辨识，方可区别物与物之间的差异；万事要用辩证的

眼光看，方能分清事与事之间的联系。所以，辨识能力的高低和辩证

思维的巧拙，就是思辨性高考作文要考查的重点所在。 

要写好思辨性作文，需要一定的思辨能力和思想文化的积累。那么，

考生怎样才能提高作文的思辨能力呢？ 

第一，由浅入深，提升思维品质。许多考生在写思辨性作文时，往往

缺少的是思维的深度；对一个问题的分析，不可只看到表面现象就断

然下结论，而要分析事物内部的因果联系。 

第二，由此及彼，打开联想之“窗”。联想，就是从作文题目的要求出

发，展开对这个题目的特征和内涵的了解和把握。 

第三，推陈出新，转换思考角度。“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同一

话题的思辨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创新的立意，就在于思考角度的与众

不同；采用逆向思维来构思作文，也许就能另辟蹊径。 

新材料作文的思辨性特点，主要表现在题目所提供的多则材料之间的

关系上。命题的形式，往往提供蕴含着两个或两个以上观点的一组材



料。多则材料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

不知道如何全面归纳，常常容易顾此失彼，难以准确把握立意。 

所以对多则材料的把握，真正的难点在于其思辨性特点。考生要找准

各个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全面、准确、周密的分析，才能正确

地审题立意。这就要求考生针对不同类型的材料，使用不同的方法逐

则分析提炼，再进行比对分析，首先找准它们的聚焦点，然后将其导

入自己熟悉的视野，最后做出综合判断和归纳。 

多则材料的类型主要有相同型、相反型和相对型，相对应的审题立意

方法则是求同法、求异法和互补法，下面对此分别做一些分析。 

【相同型】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多则材料的内涵有相同之处。其方法

是先逐则分析材料的内涵，然后比较几则材料的内涵，找出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就是作文的立意所在。 

相同型材料的审题立意的方法是求同法，即找出共同点，这个共同点

就是中心观点。 

以浙江省 2013 年高考作文题为例。该题所提供的三则材料是： 

中国作家丰子恺：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转弯。 

英国作家赫胥黎：为什么人类的年龄在延长，而少男少女的心灵却在

提前硬化？ 

英国作家菲尔丁：世界正在失去伟大的孩提王国，一旦失去这个王国，

那就是真正的沉沦。 

材料一表达了对孩子眼光的欣赏、羡慕，但对考生来说，“眼光是直

线”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材料二表达了对“少男少女的心灵提前硬化”



现状的批评与深沉的忧虑。材料三表达了对成人世界“失去伟大王国”

的痛心，这个伟大王国当然应该包括孩童时期的天真、直率、真诚、

善良、同情等人类诸多美好情感。 

这三则材料看似各异，实则都在怀念“童心无瑕”。那么，“永葆童心，

守护无瑕”就是中心立意。本题是以当下的青春为原点，以时间为经

纬，追忆童年的率真，直面当下青春的硬化，展望未来如何保持伟大

的真诚——可辐射到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广阔生活，可献上对美好纯

真的颂歌，也可表达对纯真心灵提前硬化的忧思，可见写作的空间很

大。 

【相反型】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各则材料的内涵相反，构成鲜明的对比

关系。其方法也是先分析各则材料的内涵，再比较找出分歧点，即是

这组材料的立意所在。 

相反型材料的审题立意的方法是求异法，即找出分歧点，这个分歧点

就是中心观点，但要特别注意，你所持的立场应该是正面积极的。 

以浙江省 2015 年高考作文题为例，该题所提供的两则材料是：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

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

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2015 年题目的两则材料是相反型的，考生必须在认真读懂材料后，

再从材料提示的角度立意。其实不难发现，两则材料的关键句是“言



为心声，文如其人”。元好问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

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此诗通过评论太康诗人潘

岳，嘲讽其作诗与做人的两重性格。虽然知道元好问诗句这个出处的

考生肯定极少，但命题者的导向是十分明确的，即“作品的格调趣味

与作者的人格品质应该是一致的”。既然是两则相反型材料，就应该

从两方面来论证而不是只选其一，忽视另外一个材料的作用。有的同

学只讨论材料的一方面，显然是偏离了命题者的用意。 

【相对型】这种材料的特点是几则材料的内涵既不相同，也不相反，

而是针对某问题各有偏执，带有片面性。其方法是将各材料的内涵加

以分析综合，找出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点，进而归纳出一个全面正确

的观点来。 

相对型材料的审题立意的方法是互补法。即找出异同点，然后通过思

辨分析，加以重组统一，即可得出中心观点。 

以浙江省 2019 年高考作文题为例，该题所提供的两则材料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写作时心里要装着读者，多倾听读者的呼声。 

另一种看法是：作家写作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读者所左右。 

假如你是创造生活的“作家”，你的生活就成了一部“作品”，那么你将

如何对待你的“读者”？ 

2019 年这道作文题的两则材料，给出的两种观点并不相同，也不是

完全相反，属于相对型的。材料所提出的问题是：作家写作时，是心

里要装着读者，多倾听读者的呼声，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

读者所左右？这两个观点各有偏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相对型的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方法是，将两个观点的内涵加以分析综

合，找出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点，进而归纳出一个全面准确的观点来。

通过分析材料所蕴含的观点的异同点后，运用“互补法”对它们加以重

组统一，就可得出正中靶心的核心立意：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像作家

写作那样，既坚持自己的想法，又多倾听他人的意见。 

阅卷中发现考生常见的立意角度一般有三种：其一，根据第一种观点，

人生路上，我们要学会倾听，多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其二，根据第二

种观点，我们要坚持自我，不要让他人左右自己的决定；其三，综合

两种观点，生活中，我们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也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

见。显然，立意一和立意二难免有失于偏颇，立意三才是比较全面、

辩证的分析。 

由此可见，近年来我省的高考作文命题是比较注重思辨性的，必须引

起重视。当然，正确地审题立意只是第一步，接下去就要运用议论文

的核心技巧，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论点展开有条理的分析。分析问题首

先要把思考的层面区分开，因为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问题所做出

的分析，得出的认识或结论常常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因而对概念的

使用、语言的表达要准确清楚，对理由的陈述、结论的导出要明白有

力。切忌只执一端、不及其他的偏颇分析，分析问题时不要只是做出

非此即彼、二元背反的简单判断，而要学会辩证的分析，多角度多因

素考量其因果联系。可以说，准确清楚、明白有力的辨证分析，层次

分明、条理谨严的辨析说理，正是思辨能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