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作文，是指命题者只给出一些文字或图画材料，

要求考生根据所提供的材料自己命题进行写作的一种作文
形式，是近年来中考作文的主要题型之一。材料作文根据
出题者所提供材料的多少，可以分为单一材料作文和综合
材料作文两大类。所提供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的引述故事
或寓言，有的援引新闻报道或时事材料 ，有的摘录相关

的名言警句，有的选取漫画、诗歌或文章选段等。综合材
料之间往往是并列、互补的关系，也有的是对比、相反的
关系。材料作文大多数要求考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和体会，
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 



         1、（重庆）阅读下面的材料，自选角度， 

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窗前有一棵树，树上有一片叶子。叶总是微微地摇摆
着。 

       我问：“叶，为什么你老是摆动？” 

       “我想飞。”它说 

       “叶即是叶，永远不可能像鸟一样飞的。” 

       “看着吧。”它纯纯地笑着，不再说话。从春天摆到
夏天，再到秋天，叶执着热烈。 

       冬天到了，一个景象使我呆住了——干瘪的叶，在飞！

它离开了树的怀抱，在四溢的冬日暖阳中，在天空这个舞
台上，飞旋着、飘舞着…… 



        解题指导：这道题给出的材料是一则蕴含哲理的小

故事，并且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考生很容易理解材料

的内容。材料中，意象“叶”是审题的关键，“我”只

是材料中的一个陪衬。因此，审题时，可从“叶”的角

度切入，提炼出准确的立意角度，如为梦想而坚持、心

中有梦人生才精彩、学会等待、成功要耐得住寂寞、用

乐观心态面对困境等。 



你不是我，怎知我乐？你不是我，岂懂我悲？ 

你不是我，怎解我意？你不是我，安明我志？ 

                                                                            ——题记 

        窗前的大树经过冬日风雪的洗礼，粗壮的枝桠上冒出

了绿色的生命。有个小生命轻轻晃动着，告诉我，他想飞。

我大笑，嘲讽那不过是幼稚的妄想罢了，它没有辩解，只

是单纯的笑了。 



        小生命长成了绿叶。清晨她摆动身躯向我致敬，夜

晚它摆动身躯向我道晚安。疯叶子，真是愚不可及！叶

就是叶，永远不可能像鸟一样飞。我们应该服从大自然

的定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很多时候都是逆来顺

受，因为一切自有定数，上天自有安排。我和这片疯叶

子一样平凡，注定和那些备受上帝眷顾的宠儿不同，他

们有选择梦想的权利有实现梦想的力量，而我，一个愚

笨的孩子，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是没有的。你呢，不过

是一片幻想飞翔的叶子，犹如一粒尘埃般卑微！ 



        我恼怒的对它大叫，它却一直安静地笑。 

        春去秋来，窗前的叶儿们纷纷飘落，被碾压成泥，

明年树上将有承载着它们生命的新的绿叶。而那片疯叶

子，在微凉的风中不断摆动，还妄图飞翔。 

        我皱着眉头对它摇头，它却对我露出春天般的笑颜。

天气愈发寒冷，我平凡的一年又将画上一个句号。望向

窗外寒风中的那片叶子早已干枯变黄，但它还在摇摆，

试图飞翔。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放弃吧！我心疼的向它呼喊，

它虚弱的抬头望着我，依然面露微笑。 



        我再看它时，顿时惊呆了，原来它已经奋力挣脱了

枝丫的束缚，摆动着身躯，逆风起飞了！它飞得不高，

但保持着认真飞翔的姿态。它亲吻了每天路过的少女的

发梢，再悄悄落到了羞涩的少男的肩头，又打滚般的落

下，在孩童的腿边嬉戏…… 

        疯叶子，别飞了，下面就是泥土，是你最好的归宿，

我流着泪大喊，而它依然对着我笑。 

        于是，我张开双手，迎着风，跟着那片叶，一起飞

翔。 



        亮点赏析：托物言志，对比刻画。本文托 

物言志，作者借叶寄托自己的情思，表面上在写叶子，

其实是在写自己，通过“我”与叶的对比表现主题。如

“叶就是叶，永远不可能像鸟一样飞。我们应该服从大

自然的定律”一句折射的是“我”的不自信和对未来的

胆怯。“我皱着眉头对它摇头，它却对我露出春天般的

笑颜”一句反映出“我”对飞翔的渴望。 

        语言生动，善用修辞。整篇文章语言生动形象，长

短句结合，节奏明快。同时，作者善用修辞，文中对叶

子的描写，多处运用比喻、拟人等手法，使得语言灵动，

富有感染力。  



（河南）读下面材料，然后作文。 

土 

附着在大地上， 

就是土壤。 

飘浮在半空中， 

只能是尘埃。 

        要求：①根据材料寓意，选好角度，自拟题目。②
除诗歌外，文体不限。600字左右。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
的人名、校名、地名。  



        解题指导：材料作文“土”考查逻辑思辨 

能力，引导考生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及时反 

省自己，思考人生信仰、选择、位置、价值等。材料看
似简单，其实寓意深刻，考生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土”
显然只是个象征，借土说人，托物言志，最明显的立意
为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我们也可以分析土壤和尘埃的
关系，二者都是由土而来，“土壤”所处的位置最卑下，
但它一直为他人奉献自己；而“尘埃”所处的位置比
“土壤”高得多，但它却只是污染空气，给人们带来一
些负面的影响。由物及人，有人放下身段，脚踏实地，
奉献社会，得到尊敬；有人身居高位，损人利己，终遭
唾骂。这道题目要求考生精心构思，把握主题，言之有
物，切忌盲目感慨、泛泛而谈。 



       爸爸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他曾经有过一次进城

“当官”的经历，但是最终他又回到了乡村小学的讲台

上。为什么会这样呢？爸爸给我讲了他的这段经历—— 

       爸爸其实是个教学能手，他教的是实验班，教学经

验丰富，发表了许多与教研相关的文章。每次县教研下

乡检查教学，乡中心校就会领着检查组成员到爸爸所在

的班级，听爸爸讲课，看爸爸展示教研成果，中心校为

此获得了很多加分，在县里被评为先进。 



        那一年，乡中心校校长亲自找到爸爸，劝爸爸去县里

工作。“县教研室里几个教研员退休了，缺人了，教研室

主任给我打电话，要调你去县教研室工作，主管小学教育

这一块儿。”爸爸的反应却很平淡：“那我那帮实验班的

学生怎么办？我的教学研究也没有出最后的成果，怎么能

脱离这片土壤呢？你还是推荐其他老师去吧。”“唉，话

不能这么说。可不是我让你去的，这是县教研室的领导定

下来的，我可做不了主。” 



        然后爸爸就很不情愿地去县里“当官”了。中心校的

一些领导就会很客气地和爸爸打招呼，爸爸的同事也都向

他投去羡慕的目光。可是爸爸坐在县教研室的办公室里，

再也没有新的教学研究了。他要忙很多公文，写很多总结，

制订许多计划，参加很多下乡检查，赶好多饭局……爸爸

突然感觉，他在做一些毫无价值的事，失去了讲台他就失

去了自己的价值。  



        爸爸向县教研室主任吐露了心声，教研室主任就让乡

中心校校长劝慰爸爸。“你别老想着回来啊。现在教研室

主任年龄也大了，你这么有才华，说不定你能接他的位置

啊，那时你掌管全县的教学教研，连我都得乖乖地听你的

安排呢，要多风光有多风光啊。”“可是，我感觉我的位

置不在这里，而应该在讲台上啊。”“你回来，不是给我

出难题吗？你现在大小是县里的官儿，你回来我咋给你安

排工作呢？”“你想哪儿去了？我回来还做我的普通老师，

教我的实验班，研究我的课题。” 



        于是爸爸又回到了他的讲台。爸爸的课题结项了，先

是获了省里的奖，后又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县教研室和市

教育局都开会表扬了爸爸。爸爸对他的讲台更加热爱了，

爸爸相信在他这片土壤里，能培育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 



        亮点赏析：巧设悬念，波澜迭起。文章开头设置悬

念——爸爸当过官却依旧回到了小学的讲台，吸引读者看

下去。然后作者将事情的原委娓娓道来，原来教研室的环

境无法令热爱教学工作的爸爸专心教研，苦闷的爸爸最终

选择了辞职。 

        寓理于事，引人深思。这篇文章把要讲述的道理巧妙

地融在故事中，没有刻意的说教，让读者自己感悟——只

有找对自己的位置，才能做出成绩，这种说理的方式更易

于让读者接受。 



        所谓话题，就是谈话的中心、以谈话的内容。围绕

着所给话题，也就是围绕着所给谈话的中心、以谈话的

内容写成的文章，便是话题作文。  



       话题作文有以下特点： 

        (1)相关性。话题作文必须与话题相关， 

一般情况下：话题作文只规定话题的范围，而不限定作
文的主旨。 

        (2)自由性。这是话题作文最大的特点。考生在题目、

选材、文体、想象空间上有极大的自由性和自主性。具
体表现为：①题目自由。所给话题一般不可以作题目，
考生应自拟题目。但所拟的题目最好能体现话题。②选
材自由。只要是与话题相关的材料都可写入作文。③文
体自由。话题作文大都要求除诗歌外，考生可以自由选
择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文体。④想象自由。话题
作文在题目、选材、文体等方面给考生极大的自由，使
考生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应注意的是想象也应有
“度”，脱离话题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可取的。  



1、(河北)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衣着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衣着体现着人的个性、

爱好、修养、追求……它的背后往往有着生动的故事，

有着不同的见解。 

       请以“这样的衣着”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题目自拟，文体自定；②有真情实感，不

得套写抄袭；③用现行规范的汉语言文字表达；④不少

于600字（写成诗歌不少于20行）；⑤文章中不要出现

真实的地名、校名和人名。 



        解题指导：河北省的作文题不仅命题形式出乎大家的

意料，命题内容也非常新鲜，“这样的衣着”这一切入点

与近几年各省市的作文命题均无交集，可谓“新”矣。而

“衣着”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人人都离不开

衣着，因此，学生在选材方面没有障碍。只是，命题者希

望考生写的并不仅仅是“衣着”本身，而是希望考生能透

过“衣着”，去挖掘“衣着”背后的东西，如人物个性、

爱好、修养、追求等。可以叙述故事，也可以议论说理。 



        审题时，要先看话题的构成成分，抓住关键词、修

饰词、明确话题的范围。“这样的衣着”，衣着是核心

词语，它可以作为作文的线索，也可以作为抒情的触发

点，还可以是作文的话题。“这样的”突出了衣着的个

性特征，我们需选取某人独特的衣着色彩、样式或风格，

表现他独有的个性品质。 



        我从小就不喜欢汽油味儿，每次走在公共汽车的后

边，我都会用手捂住鼻子。可是每次回到家里，我却总
会闻到一股呛人的汽油味儿。 

        这味道是从爸爸身上散发出来的。爸爸在汽修厂工

作，由于整天跟汽油打交道，爸爸的工作服上沾满了油
渍，原来湛蓝的衣服仿佛在油锅中浸泡过一样，黑一片
灰一片的。最糟糕的是，随着这一身衣服的光临，一股
浓烈的汽油味儿瞬间侵占了窄小的房间，空气中到处都
是在游走的汽油分子。 

        爸爸也知道我不喜欢这股味道，所以每次进家门前，

他总会先将工作服脱掉。尽管如此，这股汽油味儿还是
随着爸爸的进门，飘满了整个屋子。 



        直到今年春天，这股味道不再出现了。 

        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天上的云一层层的，排列出

不同的形状，我放下手中的笔，目光被变幻的云层吸引。

突然听到妈妈的手机响起，随后是妈妈焦急的声音。原

来，电话是汽修厂的一位叔叔打来的，他说爸爸早上在

工作的时候，突然晕倒了，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我和妈妈迅速赶往医院。只见爸爸躺在病床上，白

色的床单，白色的墙壁，原来爸爸身上那件灰蓝色的工

作服也被白色的病号服取代。周围不再是汽油味儿，充

斥在鼻腔里的，是医院特有的药水味儿。 



       爸爸是由于劳累过度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爸爸出院了。医生建议爸爸在家静
养，不要再去汽修厂干重活。 

        回到家里的爸爸，不再穿那件满是汽油味的工作服，

换成了平日里很少穿的便装。爸爸的脸色苍白，说话也
不再那么铿锵有力了。 

        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总觉得家里少了点什么。仔

细一想，少的竟然是那股熟悉的汽油味儿。我这才明白，
那股汽油味儿中，渗透着的是爸爸对我们这个家的无私
付出！ 

       我突然怀念起爸爸的那件灰蓝色浸满油渍的衣服，

怀念起曾经那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强的爸爸，怀念起那
股只有爸爸身上才有的汽油味儿…… 



        亮点赏析：先抑后扬，情感突出。对汽油味儿，作

者由反感到怀念，反感的是那股味道，怀念的是那个为

家庭无私付出的爸爸，借此表达了对爸爸的爱。通过对

比，更加凸显了作者对爸爸的浓烈的感情。 

        语言生动，描写细致。文章语言生动活泼、充满情

趣，同时细节描写到位，如“原本湛蓝的衣服仿佛在油

锅中浸泡过一样”。结尾的排比句，铺陈了对爸爸的种

种怀念，很好地将情感推向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