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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引 导 学 生 写 议 论 文

熊 大 容

提高学生写议论文的能力,是高中语文

教学的一个重点。但是,多数高中学生写议

论文都比较困难,表现在审题不准,抓不住

寓意,思路狭窄。不能展开联想,论点不明

确,联系实际不恰当,不能综合运用各种论

证方法,等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理论水平低 ,

缺乏生活经验,以及平素间想 得 少、读 得

少、写得少。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

扎扎实实地从根本上抓起,而不能只在写作

方法上打圈子。

一、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是提高议论能力

的根本

要对-个事物发表议论,首先得有正确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中学生,要能正

确地发表议论,必须树立起几个基本观点 :

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j由 于党、团的政治思想教育,由
于政治理论和时事课的教育,由于报干刂、电

影、电视、广播的熏陶感染,我们的绝大多数

学生在重大的基本的观点立场上还是比较明

确的。我觉得,学生发议 论 不 准 确、不全

面、不深入,大多是由于缺乏辩证地认识问

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想提高这方面的认

识能力,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我们语文一

门课所能担当得了的。但是,语文课也并非

无能为力或无事可作。

为了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曾有意识

地引导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一些辩证唯物主

义的 “范畴”,也就是掌握一些认识问题的
“尺度”,但语文课不等于政治课 ,∷ 不可能

也没必要花很多时间来大讲哲学范畴,我们

仍然只能用作文课的方式来进行。我出过一

个作文题 《一则寓言的启示》,要求每人写

出一个窝言故事来,再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分析它的深刻寓意,并联系实际说明它的现

实意义。这下 学 生 的思想可活跃了,写出

了用十则寓言故事,并对它们的寓意作出了

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对 《守株待兔》,学
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寓意, (1)批判农夫

懒惰, 〈2)批判兔子看不清前进的道路而

自取灭亡; (3冫 批判农夫的愚蠢。评讲课

上,组织学生对这类寓意有分歧的寓言进行

了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农夫在得死兔子

之前 ,一直在地里劳动,不能说他懒,“守
”
、

“待”二字说明寓言讽刺的对象是农夫而不

是兔子3说农夫愚蠢,太笼统了,他的 “
愚

蠢”在于把兔子自己撞树而死这种极为罕见

的偶然现象,误认为普遍的必然规律。

通过这样多次地讨论,便理出一系列寓

言故事所涉及的哲学范畴来。举例如下 :

寓言 寓意的哲学范畴

守株待兔——偶然与必然

刻舟求剑——静止与运动

瞎子摸象——片面与全面

叶公好龙——假象与本质

狐假虎威——表象与实质

愚公移山——“
必然王国”与

“
自由王国”

(自 然规律与改造自然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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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网捕鸟——个体与整体

画蛇添足——过度与适度(真理的
“
度

”
)

塞翁失马——好事与坏事 (好 事 变 坏

事,坏事变好事冫

护买椟还珠一ˉ次要与主要

揠苗助长——遵循规律与违反规律

郑人买履——本与末 (背本逐末)

滥竽充数
——真与假 (以 假乱真)

邯郸学步——外因与内因

东施效颦——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

掩耳盗铃——意识与存在(感觉与事实)

缘木求鱼——动机与效果

学生掌握了这些常用的哲学范畴,就能

逐步学会有意识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同时,我又有意识地

广泛列举现实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件,让学

生用以上范畴为 “尺度”
去评论它们的是与

非。学生的思想越加活跃起来,国家大事、

人生大事、生活小事,他们都愿去想一想、

评一评,找找理论根据,比 比谁 的议 论 准

确、全面、深刻。思想的闸门一打开,议论

语言则象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许多学生一天

写一篇,甚至一天写两、三篇,质量也逐步

提高。有的学生针对 “干部都烂掉了
”的论

调,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千部队伍的

现状,指出 “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有的

学生引唐诗 “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

题,说明 “站得高,看得远”
的深刻哲理 ,

并引伸到青年的人生观上去。⋯⋯随着同学

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写议论文的热

潮掀起来了;同时,随着写议论文热潮的掀

起,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

二、竖持写议论日记是提高议论能力的

捷径

中学生中,多 数人对议论文不如对记叙

体文章那么有兴趣,因此平时很 少 读 议 论

文,课外也很少写议论文,对周围的事物也

就很少注意观察和思考,要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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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引导学生坚持写议论 自
记。

议论 日记与观察 日记不同,观察 日记 ,

是在对客观事物作好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再
现 (描绘)客观事物,重在培养记叙、描写

能力;而议论 日记,则是在仔细观察客观事

物的基础上,对事物作评论,薰在培养说理

能力。要写好议论日记,必须注意 以下 几
占。

(-)由浅入深,分类进行。

我们可以把议论日记分为许多种不同的

类型,按先易后难的原则,逐项练习,其顺

序如下 :

一事一议。将你直接间接了解到的一件

事 (包括报刊上所载的)作简略的介绍。然

后发表自己的议论,谈谈谁是谁非。为什么

是,为什么非。先可记叙多一点,议论少一

点;然后叙议各半,再以议论为主:

一现象一议。不谈具体事件,而是先举

出一种现象,然后对这种现象作出评论,进
行分析。

一言一议。先引出一句 (或-段)名 言

警句9再论它的哲理和深刻含义。

一文一议。读过了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写一篇简短的读后感或书评。  =
一戏一议。看过一场戏或电影后,写-

篇简短的剧评或观后感。

一画一议。面对一幅好的油画、国画或

漫画,写一篇短文。首先用 文 字 再 现 (或

“翻译”)出原画的意境,并找出中心,再
发议论。其中尤其是漫画,诙谐、幽默,大
有文章可作。

以上几种议论的对象都是具体的、实在

的;写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应该首先进行。

一概念一议。找出-个旧常生活中常用

的概念来发议论,首先指出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再论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态度,从中说出

一个中'小思想来。如 《谈时间”、《谈困难》、

《谈美》。



两概念一议。将两个相对或相关的概念

放在一起加以议论。着重指出两个概念之间

的关系,如 《“不满”与变革》, 《民主与

集中》, 巛自由与纪律》, 《公 与 私 》,

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礼貌与虚伪》,

巛天才与勤奋》, 《前与后》。

三概念一议。对三个相关的概 念 作 剖

析,如 《学校、家庭、社会》, 《小溪、大

河、大海》。

一判断-议 。对一个现存的 判 断 作 分

析,重在指出它是真判断 (真理)还是假判

断 (谬论),简略说个
“
为什么”,或者由自

己提出-个判断,再说说提出这个判断的理

论根据或事实根据。如 《团结就是力量》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9 《社会是个

大舞台》 ,∷ 《人生如梦吗?》 , 《走极端是

错误的》, 《人固有-死》。

以上几种议论的对象都是比较抽象的,

写起来要困难一些 ,所 以应该放在后面进行。

(二冫只写点滴,不必求全。
∶ 既然是写日记,天天都要写。每次写作

时间不会很长,多则半小时,少 则 十 来 分

钟。邡么,所发的议论就不必要 求 那 么周

密,那么全面。只要认识到一点就写一点,

理解多深写多深。但是一定要在自己认真思

考的基础上发议论 ,写出自己
“
思想的火花

”。

在写日记过程中,每天看一看、想一想、写一

写,自 己认识分析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对周围所 发 生 的 -
切,也 就 不 再 是

“
麻木不仁”或 “无动于

衷”了,同时必然会学习、模仿别人的议论

语言。如此零敲碎汀,日积月累,久 而久之

学生脑子里有关议论文的那个
“仓库”中的

“货物”就会慢慢地多起来。写作时也就应

有尽有,得心应手了。

(三冫边读边写,读 写结合。

语文课本上的议论文诚然要认真阅读 ,

但那些都是名家写的 “
大块”文章,写法较

复杂,难以直接仿写。因此,要引导学生十

分注意 阅读 报 刊,特别是 《中国青年》和

《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那些 “小块”议论

文。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时代性强,结合青

年思想实际,写法又较简单,因而中学生很

容易接受和模仿。

报干刂上读到的好的议论文 ,其中有的篇、

段、句还可以抄∷些,记入日记中,把它作

为
“营养”,吸为已有。抄录的 过 程 即 是

“探路
”的过程、模仿的过程。人类任何能

力的所得,都是先从模仿开始的。不多读-
点,只关着门来写,那是写不好的。

三、掌握议论方法是提高议论能力的重

要手段

议论文的写作方法,我把它分为
“战术

法
”和 “战略法” 两 大 部 分。所谓 “

战术

法,就是论证的具体方法;所谓 “
战略法”

就是谋篇布局的方法。我主张先练 “战术〃 ,

后讲 “战略”。练
“战术”即练论证的基本

功,可按以下顺序进行 :

(-)事实论证法 (即归纳法):摆事

实来讲道理。          、

1.举一件事说明-个道理 (科学归纳

法)

2.举几件事说明一个道理 (简单枚举

法)

3.举所有的事物说明-个道理 (完全

归纳法冫

(二冫类比论证法 (即 类比法冫:用一

则寓言故事或打个比方来说明一个道理。

(三)对照论证法 (即对比法):将两

个事物对照起来说明一个道理。

1.找出两个事物的相同之处——共性

(求同法)

2.找出两个事物的不同之处——个性

(求异法)

3.找出两个事物的异同之处-ˉ个性

和共性 (求异同法冫

(四)理论论证法 (即演绎法冫:用正

确的理论说明一个正 确 的 道 理。即以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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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  (五》归谬论证法 (即归谬法冫:以正

确的道理分析△个错 误 的道 理。即以理析

∷“歪理”。

以上是作
“
分解动作

”的训练,在此基

础上,再分文体作篇章结构的练习。古人说 :

∷“文无定格
”。那是就一篇文章的写法而论,

因为它可以有许许多多谋篇布局和开头结尾

的方法j就一种文体的写法
∷
而论,它又是有

“
定格

”的,总有
“
一定”的

“套套
”。你

不用这一套,就得用那ˉ套,总得有一套。

我们何尝不可以把∵些常见的、通用的
“套

套
”交给学生呢?下面是议论文的几个主要

∶“套套”的轮廓 :

∶  C立论文〕
∵ 1。 提出论点 (提出问题):是什么,

不是什么;i要什么,不要什么。 (略写冫

∶ ∵ 2∶ 进行论证 (分析问题):为什么,

怎样。 (详 写)

3.得出结论 (解决问题):所以是什

么,不是什么。所以要什么,不 要什么。(略写冫

∶  ∈驳论文〕

1.摆出错误论点和论据(立 “靶子”冫

∶(略写》 ∶
′ ⋯

2.批驳错误论点或论据 (对 “靶”射

击)∶ (详写)  ∶

3.指出错误论 点 的 实 质 (推 翻 “靶

子”冫 (略写)       ∷    ∶

E评论〕 (包括时事评论,玖治评论Ⅱ

思想评论、书评、剧评、影评、小评论等等冫∴

1.简述评论对象 (或事、或人、或物、

或言) (略写)   ∶        ∶

2。 发表评议 (或褒、或贬,或肯定、

或否定B∶ 或是、或非;或美、或丑ol并说明

“为什么”) (详写)

3.对评论l对
象下结论 (或指希望,或

提抗议,或作鼓励冫 (略写)     ∴

(读后感〕           ∷∷

1.简述或提出阅读书文 (前“
戴帽

”
)

(略写)       ∷      l
2.发抒自己的感想 (紧扣原文,联系

实际) (详 写)           ∶

3.再联系 原 文 结 尾 (后 f穿靴”冫∴

略写)

E看图作文〕    ̄      ∶

1.简述画面内容和寓意 (略写)

2.将寓意引伸出来,借题发挥(详 写)

3.沾连画面结尾。 (略写冫 ∷ ∷

当然,让学生知道一些常见的
“套套

';
但又不能把他们套死,要鼓励学生在掌握了

一些基本写法以后,大胆创造,不要落入窠

臼,不要搞公式化,不要搞
“新八股″占

·学术动态 ·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至十七日,陕西师大、西北师

院、重庆师院、
∷
四川师院三省四院校《中共党史简明讲

义》编写组在我院举行学术讨论会口讨论、研究了长中

共党史简明讲义》(试用教材)初稿。这本《讲X》 包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共
^章

,约二十万字。  ~
《中共党史简明讲义冫是为了解决高等院校公共政

。〓1犭 ·

三省四院校在我院讨论 《中共党史简明讲义》 (初稿 )

治理论课课时少与教材份量偏重的矛盾而编写的。在编

写中,参照了教育部颁布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J吸

收了新的党史研究成果,以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为准,

理论问题的阐述重点突出,通俗易懂,言简意明。该书

预计在ˉ九八三年上半年发行,供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

教学使用。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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