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命题作文 

半命题作文是指命题人只命题目的一半或一大
半，要考生按照要求将题目补充完整，然后再写作
文的一种命题形式。这类作文题给考生留下了较为
广阔的写作空间，考生可以根据自己占有材料的情
况确定选材的范围，根据自己的思考确定主题。所
以，考生可以选取自己熟悉的内容来写，这有利于
考生充分展示自己的写作水平。 



1、半命题作文结构有以下几种形式 

（1）命后半题； 

（2） 命前半题； 

（3）命中间部分； 

（4）命首尾部分。在完成补题的同时实际上

也就是确定了写作的素材。材料的选材直接关系
到文章的成败。 



2、半命题作文优势 

（1）较自由的写作空间； 

（2）贴近生活； 

（3）淡化文体，彰显特长。 

3、写作指导 

    与全命题作文相比，半命题作文的关键是补题。
常见的补题方法有： 



（1）避俗取新。 

 如某地中考作文题“______，谢谢你”，大部分

考生写的无非是是爸爸、妈妈、班主任、同桌、警察
等，都是写熟、写烂的题材，而有几位同学，却大胆
求异出新，出人意料地写了“对手，谢谢你”，把人
带入一片新的作文天地。 

  (2)小中见大。就是从小角度切入，写出大意义来。

如作文题“掌声，我们最需要的”，从学生因相貌平
凡在学校不被老师同学重视写起，点明“鼓励对学生
来说是多么迫切需要的”这一主题。“小”中见大，
感人至深。 



(3)反弹琵琶。就是突破常规思维，创立一种跟

原意相反的新意。如“我渴望______”，很多学生的

思维都是从渴望美好的事物开始思考来补题，如

“上学”“理解”等等。但有的学生就补题为“我

渴望苦难”，把经历苦难作为自身成长的必经之路

和人生的一笔财富，来表现自己不畏苦难、积极向

上的精神。此作文突破正常思维模式，十分吸引人。 



(4)着眼实际。如作文题“学会______”，一位学生

补题为“学会异想天开”，文中大胆针砭时弊，在对

“填鸭式”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呼吁“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建设事业需要这样的一种异想天

开的精神”，表现了作者关心国家大事，思考改革前

景的思想深度，立足点较高。 



4、重难考点 

写好半命题作文的关键在于填补题目。半命题作文
审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填补题目的过程。补题要充分
调动生活积累，考虑自我写作的特长，以内容“熟”
为考虑的重点，以立意“新”为前提，以“题目小”
为上策，闪亮登场，抢人眼球。“题好一半文”，正
确、高明地填题，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充分吸取题中的隐含信息，确定文章的写作
走向； 

（2）切中题旨文意，暗合命题要求；  



（3）正中自己的生活存储，突出个人感受最深
的材料； 

（4）力求创意新颖，又符合情理逻辑； 

（5）填题宜小忌大，选择一个比较小的切入点，
“化大为小”。 



易错示警 

【失误之一】：不审要求，不合情理。审题是写好作
文的第一关。半命题作文也不例外，所选词语与已给出的
词语既要搭配得当，也要合乎情理。但有不少考生却偏偏
忽视了这一点，如写半命题作文“＿＿＿＿，也美丽”，
选用“失败”“放弃”“挫折”“绿叶”“小草”等符合
语境;如选用“奋斗”“追求”“成熟”“鲜花”“掌声”
，明显与“也”语境意义不符。 



       也有考生一味求新求异，导致观点偏激、荒谬，如写
“___________，我的快乐之源”，选择“读书”“运
动”“助人”“乐观”，则立意健康;有考生一意求新，选择
“烦恼”“睡觉”等，与题意完全相悖;更有考生居然选择

“让人痛苦”，新则新矣，立意却出现重大问题。在写“享
受 ”时，有考生一味求新求异，竟将文题补成“享受地
震”，如此观点荒谬的作文，怎能赢得阅卷老师青睐呢? 



【所用对策】：要搭配得当，合乎逻辑。 

半命题作文补题首先要“合格”“得体”。 

所谓“合格”，就是要搭配正确， 

表达通顺，符合习惯。“得体”就是要前后照应，合乎
题旨。如“＿＿＿＿谢谢你”，揣摩题旨，所填内容当与
所感谢的对象照应，应补填称呼或姓名，如“老师，谢谢
你”“对手，谢谢你”。如不顾及题目中对应关系，填成
“辛苦了，谢谢你”“再一次，谢谢你”等，明显与题旨
相悖。考场作文是“速成”作文，难有充足时间来选材和
构思。考生补题，应与平时积累或情感体验相契合;所选内

容，最好是自己熟悉、感兴趣的内容。只有熟悉的人和事
，才能写得深刻，写得精细。  



【失误之二】：拟题俗套，重复雷同。这种现象在半

命题作文中十分突出，补题选材撞车几率相当高。如，

“当我面对_______的时候”，大多数考生选择的是“挫

折”“成功”;以“人生路上________多”为题，大家不

约而同选择的是“朋友”“坎坷”。 

【所用对策】：发散思维，创新求异。 



 半命题作文补题，应大胆舍去试题提示语中的词

语，舍去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打破思维定势，全方

位、多角度地发散思维，文章方能独树一帜，内容新

颖鲜活。同时，要避俗求新，就应大胆选择带有自我

色彩的素材，一般说这类素材大多带有个人“版权”，

所以容易写新颖。其次，要学会比较鉴别，灵活取舍。 



       如“我生活在__________之中”，填“家庭”“学

校”“社会”——浅薄直露，味同嚼蜡，而且“学

校”“社会”范围太大，不易入题;填“集体”“亲

人”“友谊”——词语平常，容易雷同;填“麻将声”“追

星族”——选材新颖，切中时弊，发人警醒;填“题

海”“夹缝”“梦魇”——选词新奇，比喻形象，容易出

彩。如此比较一下，高下立判。新颖的题目、新鲜的内容

和新巧的构思，极易为考场作文赢得高分。 



【失误之三】：拟题过大，难以下笔。半命题作

文另一半拟题，既要凸显立意，还要缩小选材范围，

便于下笔。如写“感悟＿＿＿＿”，有考生拟成

“感悟大自然”“感悟人生”等，显然，如此大的

题目，写起来不易把握，只能泛泛而谈，很难写深

写透。 



【所用对策】：小处切入，写细写深。 

要知道，记人叙事作文，细节细腻生动，情节曲
折感人，是得分重要条件。在六百字左右的篇幅中，
要写细写透，诚非易事。补题应从小处切入，如此才
能写得具体生动。如写“＿＿＿＿ 龙门阵”，以“四

川龙门阵”“重庆龙门阵”补题，因题目涵盖范围太
大，很难写具体;而“夏夜院坝上的龙门阵”“爷爷的

龙门阵”，开口小，易切入，不少考生有切身体验，
自然容易写精彩。 



【失误之四】：脱离文题，我行我素。 

半命题作文将题目补充完整后，就是全命题作文，文

章内容应围绕题目来写，但有些考生却抛开题目，任意

为文。如写“我________，因为我________”，有考生拟

题为“我美丽，因为我独特”，文题新颖，可惜具体行

文时，却大谈一些名人的独特，独独忽略了“我”，显

然与文题相距甚远。拟题之后，撇开文题随意行文的考

生每年都为数不少，希望我们这一届的考生对此类问题

一定要多加注意，避免重蹈覆辙。 



【所用对策】：彩线串珠，巧妙点睛。 

避免这种毛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彩线串珠”法

构思。所谓“彩线”即线索，“珠”即材料。选用一个与

文章主旨密切相关的句子，既可在段首或段尾运用相似的

句子或短语，前后呼应;也可让同一中心句灵活地穿插在

不同的段落;还可将某一线索句或中心句独立成段，分布

在文章各处，前后照应。文章所写内容必须围绕“彩线”

展开，不能游离于“彩线”以外。 



三、真题示例 

1、（2014·辽宁丹东）按要求作文。  

阅读带给我们快乐，阅读伴随我们成长。一双慧
眼，带我们阅读大千世界：阅读书籍，从名家作品中学
会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阅读自我，从欢笑和泪水中读
出自己的欣喜与悲伤；阅读父母，在生活细微处感悟亲
情的无私与博大；阅读青春，在菁菁校园里回忆师生的
真情与感动；阅读自然，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叹世界的
奇妙与生命的永恒……  



请以“阅读____________”为题目，写一篇作文。  

要求： 

         ①把题目补充完整后作文； 

         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600字； 

         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等； 

         ④字迹工整，书写优美，卷面整洁。 



【思路点拨】 

这是一道范围极其宽泛的半命题作文，要写好这道
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要准确理解题目中给出
部分的意义。结合提示语，我们应该明白，题目中的“
阅读”已不是它的一般意义，而应该理解为“领悟、懂
得、明白”等意义，其对象也不仅仅是书报。其次，要
填补好题目。补充题目的过程就是确定文章中心内容的
过程。补充了什么，你就要重点写什么。该题写作对象
很多，补题前，一定要分析提示语所提供的写作范围，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 



        如从“阅读自然”的角度，我们可选“阅读登山之

乐”“阅读观海之情”“阅读赏花之趣”等。第三，选

材要彰显个性，视角要新颖。选材中，我们要选取自己

最熟悉，认识最深刻、最透彻并情有独钟的事物来写，

或者戴上“有色眼镜”，从独特的视角来表现出自己的

感悟。如“阅读山涧的青松”，可以反向立意：山涧青

松固然高节，山上青松不是更添风景吗？这样既有积极

进取之意，又能显示自己的个性。  



2、（2014·江苏淮安）阅读下面文字， 

完成作文。  

广袤森林中，你绝不可能找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茫茫人海里，你也不可能从中找出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
人……  

同一片树叶，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也会有所不同。  

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总能发现原来看似“相同”的背
后一定会有“不一样”。 请以“不一样的________”为题，
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要求：①将文题补充完整； 

②除诗歌、戏剧外，文体不限； 

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和地名。 

【思路点拨】题目横线上所填的词语应是文章所
写的核心内容，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文章的构思和立意，
因此，一定要填写你最有内容可写、也最有把握写好
的词语。 



        其次，要注意这个修饰语“不一样”，它体现

了你所要写的对象的特点，例如对人物的不一样的

“评价”、对事物的不一样的“看法”等，它透露

出看人、看事物不落俗套、跳出约定俗成的圈子的

目光等信息。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怎样的不一样，

都要有根据，都能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切

不可为了求新求异而“剑走偏锋”。 



3、以“那段___的日子”为题，写一篇文章。  

【提示】 

1、请从“温暖”“自由”“孤单”“烦心”四个词语
中选择一个，把题目补充完整。 

2、可以大胆选择自己最能驾驭的文体进行写作。  

3、文中不要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等，否则会
被扣分。  

         4、抄袭是一种不良行为，相信考生们不会照搬别人的文
章，否则会影响成绩。  

         5、考虑到内容的充实，文章不要少于500字。 



【思路点拨】从内容上看，这道半命题作文没有

提供任何提示语，要求补题的词语是命题者提供的 

“温暖”“自由”“孤单”“烦心”四个词语，要求

考生从中任意选择一个，把题目补充完整。题目所给

出的词语“日子”，简洁易懂，审题的难度不大，但

如果考生脱离自身生活选材，难免内容空洞，缺乏真

情实感。 



        题目的核心词“日子”，决定了选材的内容要注重日常

学习成长生活中的细节，要有考生自己的情感体验，要写出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行文中“自我”的缺失，文题

的大而空，是导致文章内容失真、虚假的重要原因，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道半命题有意识地避免这样的问题，引导着考

生从小处入手，从自身角度去思考写作内容。 



这道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立意构思：  

1、那段日子，让我很“烦心”。我们是懵懵懂懂

的青少年，有些自负，有些不着边际，在家长和老师的

眼里我们是不懂事的孩子。可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内心又

有多少能被家长知晓。这个作文需要搜索自己经历中的

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详细叙述，细腻描写，展现自己

的成长感悟。  



2、那段日子，让我很“温暖”。 那段日子，我的

世界春暖花开。春暖花开是自然现象，此时冬季淡去，

春意盎然，有着新生命的气息，给人以蓬勃向上之感。

但“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绝不是指四季中的春天，而是

要写给自己生命中带来温暖的一件事。这件事的瞬间感

受就是从阴霾中走出来，豁然开朗，拂去尘埃，绽放灿

烂的笑容，走向美好的未来。 



3、那段日子，让我很“孤单”。那段日子，你们不

理解我。触景生情，睹物思人，这是一贯的写作开头，

可是这个题目写起来一定是要由眼前的情景引发的，就

是曾经有过类似的事情，产生了误解或不愉快，把自己

封闭起来，在换位的处境中冰释前嫌，幡然醒悟，走出

此境；写作时，心理描写、场面描写是这篇作文的精彩

之处。  



4、那段日子，让我很“自由”。 

那段日子，我很自由。腼腆的孩子内心也有很多对

自由渴望，比如你可以主动接近别人，可以在老师面前无

拘无束的说话，可以看看你喜欢的书、电视、玩自己喜欢

的游戏、运动……可以能够落落大方，没有任何矛盾的心

理折磨着自己，可以在任何场合，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那段日子，是无比的自由，自信的热血流遍了全身，让自

己在那段自由的日子里昂首挺胸，幸福在心头。 



 (江西中考)写作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我们总在不断地出发，伴随我

们的，有亲情、友谊、理想、知识、叮咛而这一切激励鞭

策着我们勇往前行。 

        请以“带着_________出发”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在空格处填上合适的同或短语； 

            ②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④不少于600字。 

思路点拨： 

        这是一道半命题作文，写作前要补充完整题目。横线上可
以选填提示语中的词语,也可以填写其他的词语。所选的词语尽

量做到不落俗套、富有内涵，并有较大的写作空间，便于自己
的情感抒发。  



选材上可以用亲情、友情、师生情等情感类素材；

也可以用诚信、自信、微笑、理想、宽容等体现某种精

神品质的素材。若写记叙文，应选择感触最深的事件，

通过具体的记叙和猫写，表达自己的深刻感悟。若写议

论文，应首先提出观点，然后举出实例证明这一观点，

做到言之有理。写作时要注意表达真情实感，讲出道

理，让读者信服。切忌空洞地表述、抒情。 



经典范文 

                      带着信念出发 

                         江西一考生 

我问，出发要带什么?你道，带着行囊。我笑答，放下
包裹，带着你的心灵本真—信念，可矣。 

不错，带上信念，方可心无碍，心无碍，路便无碍。
信念，正如参天大树深埋于地下的根，失去根基，再高大
挺拔的大树也会轰然倒塌；信念又如远洋巨轮最核心的发
动机，失去发动机，再巨大豪华的巨轮也会停滞不前。因
此，带着信念出发，这很重要。 



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到偏僻荒凉之地。 

一下子，刘禹锡从当时的身居殿堂到现在的屈居陋
室；从当时的风光无限、意气风发到现在竟被一个小小
的县官刁难，不管是谁心里都会不好受吧!但刘禹锡靠着

内心的信念坚持了下来。即使是被贬上路的那天，他也
是带着这种不畏挫折的信念出发的。一路上，他欣赏着
沿途的风景，甚至还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晴空一鹤
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可以说，若刘禹锡当时没
有带着信念出发，也难以成就其千古名篇——《陋室铭
》。 



带着信念出发的不只是刘禹锡，还有许多文人。

豪放派词人东坡居士——苏轼便是其中之一。在经历

了“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但他的精神好

像丝毫没有受影响，依然如此超然旷达。风雨中，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何等的淡定；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又是何等

的超然、洒脱! 



 而反观阮籍，他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失去了信

念。在以后的生活中，他未带着信念出发，于是他浑浑

噩噩，只留给世人一个驾着牛车、捧着破罐在夕阳下远

去的背影。 

 带上信念出发，你方能在往后的生活中游刃有余，

生活也才能掌控在自己手中。 



【点评】结构清晰。 

文章开篇亮出观点，主体部分从正反两方面对比
阐述。最后，总结全文。结构清晰，论据充分合理，
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内容丰赡。考生丰厚的文史功底令人叹服。主体
部分选取了刘禹锡、苏轼、阮籍的事例正反对比论证，
紧扣“信念”，突出主旨。 

富有文采。文章多处引用诗句，长句、短句、整
句、散句综合运用，使得文章挥洒自如，气势不凡，
富有文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