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西部·　　　　 ·2024年第12期

教育·教学丨Education & TeachingＥ

入；再如针对“中国创新原因”，可以从经济、文化、

体制等角度进行分析，找出更多的创新原因。

第 二 类 ， 单 目 标 剖 析 在 矛 盾 对 立 的 横 向 展 开 中 寻

求统一。此种剖析可以把议论对象置于相关矛盾对立的

环 境 中 横 向 展 开 。 如 “ 谈 奉 献 ” 为 议 论 对 象 ， 可 剖 析

在 “ 个 人 与 集 体 ” 的 对 立 统 一 的 环 境 中 如 何 定 义 “ 奉

献”；如“谈奋斗”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的环

境中如何进行；如“谈坚持”为议论对象，在“权利与

义务”的对立统一的环境中为何“坚持”通过对立中寻

求统一的条件剖析，能使得议论更科学、更具体、更严

密，从而使道理更易被人们接受。

第 三 类 ， 多 目 标 复 杂 关 系 剖 析 中 的 横 向 展 开 。 除

了“二元”的横向关联外，近年来还流行“三元”关系

分析。这类作文可称为“三元作文”。论证时，选择的

议论要注意横向思维展开的前提：首先，议论所针对的

侧重对象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元”，某种程度上也是议

论 主 体 所 持 立 场 的 对 象 ， 然 后 在 这 个 前 提 下 ， 讨 论 其

与 “ 二 元 ” 两 者 的 横 向 关 系 。 如 2 0 2 3 年 高 考 语 文 全 国

甲 卷 ： “ 技 术 ” “ 时 间 ” 与 “ 人 ” ， 可 写 成 三 元 议 论

文。以“人”为对象，选定所站立场与态度为“发挥人

的作用”，可写为“技术”缩短了“时间”进而“发挥

人的作用”，“时间”成就了“技术”进而“发挥人的

作用”。若以“时间”为对象，选定所站立场与态度为

“珍惜时间”，可以探讨如何处理“技术”与“人”的

相 互 关 系 并 延 伸 到 “ 珍 惜 时 间 ” 。 若 以 “ 技 术 ” 为 对

象，选定所站立场与态度为“发展新技术”，可以在此

前提下的“人”与“时间”的重要关系并展开写作等。

（二）重视对比与因果，进行思维能力训练

1、以对比思维拓宽视野，训练思维能力

对 比 思 维 ， 即 通 过 对 两 种 相 近 或 是 相 反 事 物 的 对

比进行思维，发现事物的异同及其本质与特性，是一种

探索事物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逃离错误束缚的思维方

式，有利于从偏离常规、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杜绝刻

板、拒绝跟风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论证，有利于提出

独 特 见 解 ， 打 破 思 维 定 式 ， 开 创 新 思 路 。 科 学 的 “ 对

比”可使学生的思维品质上升到较高档次，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论证说服力。例如，《师说》中

不同人群；对比从师的不同态度及做法带来的结果，古

之圣人益圣，今之众人益愚，“今人”之谬源于态度显

而易见。多角度对比不仅拓宽了视角，而且增加了认识

深度，丰富了观察视野，使得说服力大增，培养了学生

的思维能力。

2、利用因果思维溯因追果，训练深度思维能力

因 果 思 维 是 指 人 在 认 识 过 程 中 由 原 因 推 结 果 ， 由

结果溯原因的思维方式。因果说理就是辨析事物的存在

规律及因果关联。在高中议论文写作中，因果思维的运

用方向包括审题立意、谋篇布局、分析论证等，因果分

析法是高频高效说理方法，能使思想走向深刻通透，增

强 分 析 论 证 的 力 量 ， 强 化 观 点 的 可 信 度 。 运 用 因 果 思

维 首 先 要 厘 清 因 果 关 系 ， 通 过 使 用 表 因 果 关 系 的 标 志

性 词 语 ， 如 “ 因 为 …… 所 以 …… ” “ 之 所 以 …… 是 因

为……”“何也？因为……”等，引导学生生发内在有

因果逻辑的句子，最后推动因果思维形成。

凸显主体意识，推动写作主体前移，形成主体参与

训练中创设议论情境，引导写作个体形成深入认识

与思考。在议论中，有部分问题深层复杂，一时难以理

清，不能马虎待之，面对议论问题，需充分了解关注要

点与必要的背景信息，探究议题产生之原因，必要时应

组织讨论，制定相关调查报告。毛泽东说过：“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报告可以充分了解相关问题，

从而形成对问题提出、分析与解决的系统理解，加强写

作主体参与，形成深度理解。

将 写 作 主 体 融 入 议 论 情 境 ， 进 行 相 关 的 深 层 复 杂

议论。针对深度复杂的议题，写作主体可进一步进行议

论，如举办辩论会或相关问询答辩活动，或者必要时鼓

励其上台发表演讲，以深层次调动写作主体的参与度。

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灵活注入写作内

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不仅涉及人生、

社会等多个层面，蕴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也可从

世界视角出发，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

中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进而展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

的风采与力量。同样，也可结合时代特点，发现优秀传

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营养，通过议论文的写作武装现代人，增强文化底

蕴与自信心，实现在语文核心素养培育中“立德树人”

的目标，为个体的精神成长提供不竭动力。

提 高 议 论 文 说 服 能 力 不 能 一 蹴 而 就 ， 在 进 行 写 作

训练的过程中，对学生应本着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方

法，鼓励其使用自己熟悉的议论论据，说自己理解深刻

的 内 容 。 鉴 于 个 体 间 的 差 异 性 ， 鼓 励 写 作 者 写 自 己 所

长，扬长避短，由浅入深，写后进行反思和改进，循序

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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