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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初中议论文习作入格

魏 宗 '峤 ˉ  Ⅱ̄ ∷∶∷∶ ∷

初申议论文的习作是一个令教师伤脑筋的问题。其伤脑筋的程度比记叙文习作、说明文 ,

习作为甚。原因何在?因为记叙文中的记事,则可以时间为序:说明文则可以前、后、左、

右、上、中、下等为序。这些
“
序

”
都是学生们在生活中常见的东西:也是他们用惯了的届

维方式,所以一说就懂,-懂就会。500宇左右的文章对初中生中的多数来说,只需略加 指

导,即可敷衍成篇。而学生头脑中却没有常见的与用惯了的写议论文所需的
臼序

”,因雨议

论文习作对学生与教师都成了伤脑筋的事了。        Q       ∷
- 这里所说的 〃序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
格

”
。严格来说, f格

”
与

臼
序

”
不 完 金相

同。 “
序

”,仅指文章的纵向关系: “
格

”
不仅指文章的纵向关系,同时也指文章的横向关

系。这个
“
格

”
从何而来?应从阅读雨来。我们以统编初中教材中的议论文为例,找议论文

的
“
格

”,然后
“
照格作文

”
。

°
格

”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主要是议论文的四太要素:论点、论据、论证方法、结构方

式。
ˉ

论点:作者对所议论的问题所持的见解和△张。可分为中心论点与分论点,对中心论,点

而言,分论点是它的论据:对论据而言,分论点又是它的论点。           ^∵
论据:用来证明论点的事实和道理叫论据,其中的 。事实

”
就是事卖论据:其中的

“
道

理
” (包括领袖论断、名人的名句、曹句、谚语等 )就是理论论据。

∷ 论证方沽: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现今的统编教材第五册的知识短文《论证 》上对论

证的方法只提出了-个 r摆事实,讲道理
”,事实上这不是具体的

“
方法

”,而是论江方渚

的
“
总括

”
。从不同的角度,对论证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

r

|

从证明的方法分:亻

丨∶
                       1

直接证明———切运用论据直接确立论点的正确性的证明叫做 苴 接 证
明。

间接证明———切通过证明相反论点的错误,进雨确立正面论点的正:

确性的证明叫做间接证明(又叫反证法)。

摄簟
=二
摄箔坌裂鬲甏睿某漾基严霉嬲苄薪嚣赀窬∴三段坛:)∶ ∴

类比——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而得出这两个对象在其它属Ⅱ

性上也可能相同的结论 (比喻法即属此类冫J       ∶

从前提∷与结论之

间的关系分

5
i

g
ι



从证明的出发点

来分

分析一一从有待解决的问题出发,探求所以如此的理由,它是从论题到

论据的一种推理方法 (分层论证即属此类 )。

综合——从已知的科学原理或其它已经确认的理论出发,论证所要解决

的问题,是从论据到论题的一种推理方 法 (引 证 法 即属此

类 )  ·

在高中第三册的知识′
短文 《论证的方法 》|却不顾△淬的杏同倚攀角度,扌列地提出了

七种论证方法:例证、引证、因果论证、正反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分层论证、引申论证(归

谬法 ),使 原 来 已经相当混乱的中学议论文知识更加混乱。这七种方法本身不在一个平面

上,所以经常交叉,给师生双方的教与学都带来了难度。但长期以来这种错误的分类法已经

形盛宁厂秤》惯势力,由于被统编教材采用,更使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也不得不暂时

屈从艹它铺权威之下。                  ;         ∷

¨以上
·
说的论证方法都是议论文的纵向结构。^               i

∴ 结橱方式i是指分论点之间或论据之间的关系。在初中教材中常见的是递进'式 与并 列

式:∶ 它是议论文的横向结构。它与论证方法一起以论点为中心j以论据为实体,从纵:横两

个方向编织成一篇议论文。

以上四种要紊都必须在阅读过程中让学生清楚、明确地自己找 (或归纳 )出来。也就是

说:|桎淘读莳就要
“
入格

”,绝不能把议论文当记叙文讲,千篇一律来分析什 么
“
中心 思

想
艹 Ⅱ

写作方法
”

之类:        · ·          1̈∶ 、 、

△ 下面的
.“

表工”
把初三年级所学的议论文 (包括文言的议论文冫

′
的论点、论证方法:结

构方式 (因篇幅所限,论据缺 )罗列出来,以供参考。          ;   ∴

表  一

| 论
∷∷
瘀

、
方 法  | 结 构 方 式

①论鲁迅 纪念鲁迅丿学习鲁迅精

神

例证渚、正反对比论证 }本论部分是并列式

②团结广大

人民群众一
道前进

遂层论证:法、例证法 |先论证Ⅱ为什么9∵ 再

|论证
“
怎么力,?厂的递·

  |进式。
③说谦虚 |谦

受益、满招损 |对比论证法

逐层论证法 由对联起笔 ,

!证
“
为什么r

然后,论
的递进式

上

④事事关心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

心政治    :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
播经验的ˉ̈种方法,也
是整理忠想和经验的方

法

围绕沦点逐层论证 先论证
“
为什么?” 后论

证
“
怎么办r的 递进式

⑤关于写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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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反对自由

主义
|反对自由主攴 逐层、对比1例证丨

丨

先论证
“
是什么0|再论

证
“
为什么r最后论证

“
怎么办

°
的递进式

⋯ __凵型坠L燮翌翌生

例证法、逐层论
T法  |露莛蒽篷矣暑雾资如鼋

}进式

依次提出分论点,逐步

进行论证

全文是并列式`论证笫

一分论点是递进式

j太阳的光

辉

论各尽所

C散文重要

认萁地对待工作中的缺

点和错误,认真地在党

内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是马列主义政党的重要

标志

各尽所能不仅仅是个人

的事,也是社会的事情

散文重要

比喻论证、对比论证

依次提出分论点来论证

论点
·

一正一反层层深入的递
、
进式   

∷

全文用并列式论证论点

对比论证、例证 先立后破,有正有反,

苜尾一贯的递进式  ,

先证明
臼
天⋯⋯”

后证∴

明
“
地⋯

?· ·r的递进式

例证法
=得

道多助 ,

失道寡助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天吨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     .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正反对比论证 两个分论点各论证论点

一半的并列式

C少年中国

说

对比论证,逐层论证 先对比老少性格之不同 ,

得出
臼
人固有之,国亦

宜然
”
,再追索

~老
大

’

的原因,制出
°
少年中

国
”

的责任的递进式

丨 人应忧德不忧贫 |例证法 |    并列式

在阅读入格之后,就可以着手训练学生习作入格了。总的要求是:学生下笔之前必须对

四个要素心中有数。而这四个要素从何雨来呢?

1。 中心论点从何而来?

∷(1)命题作文的中心论点从何而来?

第一方面:依靠题目确定论点的论证方向:

笫二方面:依靠平时的资料积累保证论点的可证明性:

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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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方面:依靠语法、修辞规律的运用使论点正确、浪确、精炼。

第-方面依靠题目确定论点的论证方向。

请从表二研究教材中论点与题目的关系。

表  二

目
|

关 |类  别
①纪念白求恩

②谈骨气

|

|

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的精神

论点是题目的具体化 |缩小类
丨

|

等同类

分析类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C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

④想和做

题目就是论点

论点是对题目涉及内容的

分析

⑥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C批评和自我批评

⑦论雷峰塔的倒掉

⑧最后
一

次讲演

⑨论鲁迅

⑩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

道前进

④说谦虚

②事事关心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

党的干部申间提倡放下包

袱和开动机器

论点说明了题目的目的 分析类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

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

显著标志之一

论点是对题目意义的升华 分析类

雷峰塔倒掉,普天之下的

人民都欣喜

论点指出题目的结果 分析类

历史上没有
一

个反人民的

势力不被人民毁灭:昆明

青年有牺牲精神能够完成

毁灭反动势力、争取民主

和平的任务

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精神 论点是对题目的具体化 缩小类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道前

进

题目就是中心论点 等同类

谦受益,满招损

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

政治

论点与题目没有 内在联

系:而与作者有联系

无关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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廴关于写文章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播 |

经验的一种方法,也是整
|

理思想和经验的方法  |

C给青年们的∵封信 i我希望青年们循序渐进、 i论点与题目没有内在联

虚心、有热情
·
 |系 ,题 目仅表示文章的体

{裁与对象

∈反对 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论点与题目一样 |等同类

C太阳的光辉 |认真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 |论点与题目有比喻关系 其它类

和错误,认真地在党内开
|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列 ∷

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  ∷

C论 同甘共苦 绝对的同甘共苦是不现实

∷的,也是不必要的;相对

|的 同甘共苦是必要的,也
|是可能的

|读书的三点经验:方法、

先后、工具

论点是对题目的分析 分析类

∈谈读书 论点是对题目的具体化

论点是题目某一角度的定

义

分析类

无关类

}
}
~

缩小类

少年中国说 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论点与题目几乎一样 等同类

⊙马 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论点是对题目的分析

C卖柑者言 i坐高堂骑大马者,何往而 |论点是题目的具体化

|不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

|

∫                      |

分析类

缩小类

分析类e黄生借书说

J陋室铭

|书非借不能读也 i论点是对题目的分析

|斯是陋窒,唯吾德馨  |论 点是对题目的分析  |分析类

再把表二中题目与论点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归成五种类别,即 :笫一类——等同类:论
点与题目完全一样或基本一样,如 :O0C。

第二类——缩小类:论点是题目的具体化或是题目意义的缩小,如 10='∴ r。

第三类——分析类:论点指出题目的目的、意义、结果或论点是对题目所涉及议论对象

的辩证关系的揭示,如 DCIC oC)0C0。
等四类——比喻象征类:论点与题目之间有比喻或象征关系,如 ∵。

第五类——无关类:题 目与论点无内在联系,而与作者有联系或题目只表示文章的体裁

与对象,如 0@。

掌握了以上五种关系,我们就可在得到作文命题时,用 “
缩小

” “
分析

” “
等同

” “
比

喻、象征
” “

无关
”

等方法确定论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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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论点还不能成立,还要结合——

第二方面:依靠平时的资料积累确定论点的可证明性。

如果我们仅仅依靠
“
第一方面

”
来确定论点,往往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有了论点,但

没有足以证明它的论据,论点仅仅作为一个未经证明的论题而存在,文章当然也不能算一篇

合格的议论文了。因此,在依靠
“
第一方面

”
找到了论证方向后必须清理一下平时的资料积

累,找一找有关的论据,根据手中的论据来修改论点,使论点具有可证明性。

第三方面:依靠语法、修辞规律使中心论点正确、准确、精炼。

要把论点用语言表达出来,还须考虑它的语言表达方式。先考察一下表一所列论点的语

言表达方式,我们就会在语法方面发现如下情况 :

一、多数的论点是一个陈述语气的单句或复句,如 :Ⅱ
=∷

∷∴ ェ:∶ ∶占表二所列论点

的60%。

二、相当多的论点是一个判断语气的单句或复句,如 :C∴ C, 占26.6%。

三、少数的论点是∵个词组,如 0O, 占13.3%。

四、任何论点都不可能是一个疑问语气的词组单句或复句。

因为论点本身就应旗帜鲜明,不容许模棱两可。

在修辞方面我们还会发现如下情况:

一、论点必须含意明确。表二中例举的2S个论点含意都很明确,决元笈丿\发 生歧义的地

方。

二、论点必须以少驭多。表二中例举的23个论点都是遵从古训
“
意则期多 ,字则唯少

”
。

不言而喻的是论点的内容必须正确: (一 )符合马列主义,符合四顼基本原则; (二 )

符合实际; (三 )能解决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合理、求实、适用。

按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一做去,就会得出一个正确、准确、精炼的论点了。

举例如下 :

题目是 《照镜子的启示 》,我们很容易联想起 《太阳的光辉 》,毫无疑问,论点与题日

的联系类型是
“
比喻、象征类

”
。 “

照镜子
”

一定是
“
以⋯⋯为借鉴

”
的意思。结合我们手

中的可作论据的资料,造一个判断句: “
J巛 镜子是人们不断进步的动力

”
。也可造一个陈述

句
“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
。

题目《路是人走出来的 》,这个题日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句,可以根据
“
等同

”
的方法,

把论点等同于题目;也可以用
“
分析

”
的方法,把论点定成对题日的分析: “

路是人走出来

的
”

是强者的口号。

题日《生活中的苦涩与甜美 》(1981年 台湾大学联考作文题),这个题目是一个偏正词组 ,

并未明确地提出一定的主张,不能作论点。根据
“
分析

”
的方法把论点定为对题日的分析 :

生活中的甜美来 自苦涩。

(2)非命题作文的论点从何而来 ?

如果不是命题作文而是自拟题目或给范围拟题又该根据什么来确定论点呢?

没有题目,那 么上述
“三个方面

“
中的

“
第一方面

”
就不起作用了,必须扩大

“
第二方

面
”

的作用,把它改为:依靠平时的资料积累,从事实中抽象出论点 (论点的可证明性自然

具备,无须特别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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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  选择什么样的事实,怎样
“
抽象

”
呢?下面提供一个简单方法 :

∷  1、 抓住熟悉的事        1、 提出你提倡什么?

; 2、 抓住感兴趣的事       2、 提出你赞成什么?

、  3、 抓住重要的莩        3、 提出你反对什么?

4、 提出你支持什么?

抓住了左边任何一种事回答右边任何ˉ个问题,就有论点的雏形了。然后再按上述
“
第

三方面
”

的要求,考虑论点的语法与修辞,就会有一个合格的论点产生。

2、 论据与论证方法从何而来 ?

论据与论证方法关系十分密切,必须结合起来考虑:如果掌握的资料很多,可先确定论
证方法,然后根据论证方法的需要来选择论据;如果掌握的资料不多,就只好根据论据来确

定论证方法了。论据与方法之问有无关系呢?一般来说是有的 :

表

论握掌 据 情   况 论 证 方 法 |表 (一 )的例文

掌握数个同类事实论据 用例证法

有正有反、有大有小、有生有死的数对事实或理论

论据

用对比论证法

比喻性的事实论据

有一套探求论点所以如此的理由或事实

|用比喻论证法

用逐层论证法  ∴l(Ⅰ)(∵

用引证法   |r马|有数句领袖、革命导师、

|谚语、成语

先贤的论断或名言;民 间 |

3、 结构方式从何而来?

考察一下初中阶段主要学习了哪些结构方式。以初三为例,在表一中所列的15篇古今
论议文,只有两种结构方式:逍进式与并列式。其中递进式最多,共 12篇 (占总数的80%),

而具体的结构方式父不尽相同,可按分论点之间,论据之间的关系分类:见下页 (表四 )

并列式结构的文章相当少,15篇中只占3篇 (2o%),可以按并列论点或论 据分 为 两
类: 《给青年的一封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属于分论点并列类; 《叔向货贫 》属于论
据并列类。

再仔细考察表(四 )与表(— )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表四中结构方式属于远进式因果类的七篇文章中有五篇都运用了
“
逐层论证法

”
(如 j

0① 二)其余两篇 (oq)主要运用了对比论证法。
Δ在表四中结构方式属于递进式对比类的两篇文章 (t④ )都主要用了对比论证法。
因为考察的对象不多,不敢说得到了规律,只能说论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定用什

么结构方式。逐层论证法一般可配用递进式囚果类;对 比论证法一般可配用递进式对比类 ;

例证浩一般可配用并列式论据并列类。



这样,确定了议论文的四大要素,文章就可以敷衍成篇了。

如此看来教会学生写议论文并不难,只要我们在阅读时就要求入格,然后根据阅读的课

文去摸索题目、论点、论据、论证方法、结构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抓住一点已知求

出多个未知,确定议论文的要素。要素在手'成文就不难了。

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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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类 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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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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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事事关心

O |论各尽所能

这几篇文章都是依靠回答题H(或题目中提出

的主要议论对象或论点 )“是什么?”
 “

为什

么?”
 “

怎么办?” 的因果逻辑关系进行横向

结构的。如 《什么是知识 》就先回答了
“
知识

是什么?” 然后回答了
“
为什么说学生具有的

知识不完全?” 最后论证
“
怎样使仅有书本知

识的人获得完全的知识?” 在论证时,不一定

把三个问题都回答完。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

道前进

因
 
 
 

果

说谦虚

关于写文章

辶t9丿 反对 自由主义

③ 什么是知识
米

^

o |太阳的光辉

0 |散文重要

这几篇文章的结构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依靠
“

比
”

逻辑关系进行横向结构。有的是分论点

(或论据间)正反对比,有的是老少对比。

|这篇文章结构方式的特点是依靠“比较
”逻辑关

|系 进行横向结构。 “天时不如地利”刚得到证

}明,紧接着用
“
地利

”
与

“
人 和

”
比 较 得 出

| 
“
地利不如人和

”,使论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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