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命题作文，题目的一半已经给出，一半尚需补充，

给定的就是限制的内容，尚需补充的就是开放的内容。半

命题作文兼有命题作文和话题作文的优点，其开放性和限

制性介于命题作文和话题作文之间。与限制过死的命题作

文相比，半命题作文更多地尊重了考生的情感和自主选择

权，为考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因而比命题作文

更自由、更灵活。 



       具体来说，半命题作文又可分为以下几类：从结构上

来看，有的空出前半部分，有的空出后半部分，有的空出

中间，有的只在中间有个关键词，前后都要求补充。从写

作要求上来看，有的是直接给出一个作文题目，没有任何

提示；有的是提供几个相关词语以供选择；有的是用提示

语对考生进行启发。 



        近年来，半命题作文以其自由、灵活的考查方式被广

大命题者和考生所认可，一直在中考作文中占有不小的比

例。有些省份的考题没有任何提示，考生看似有更大的选

择权，实际上却增大了写作难度。有些省份给出了备选词

语，要求必须任选其一，考生要特别注意。还有些省份，

命题者巧妙借鉴话题作文、材料作文的长处，把“题目+指

导”“材料+题目”的形式引入半命题作文，这些都应该引

起同学们的关注。 



        1、（重庆A）“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

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

画上一张床……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

的争执。” 

       这是歌曲《画》中的歌词。其实在生活中，每个人

都在“画”：或为父母“画”上一条围巾，或为自己的

生活“画”上一道彩虹……你会“画”上什么呢？请将

下面的题目补充完整，然后写一篇文章。         



      题目：为________画上________ 

      要求：①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②除诗歌外，文

体不限；③不少于600字；④凡涉及真实的人名、校名

和地名，一律用A、B、C等大写的英文字母代替；⑤不

得抄袭。 



        解题指导：本题的考查形式是“材料+半命题”，
审题立意的难度较之以往有一定的增加。 

        题中给出的材料，有助于考生快速打开思路。对于

半命题作文，重要的是如何恰当地补充题目。补题时，
要注意给出的词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要注意补充的内
容之间的联系。针对这道题，补题时，可以放开思路，
力争新颖，如补成“为青春画上色彩”，可以写青春的
感悟；补成“为天空画上蓝色”，可以写环境保护，补
成“为我们画上亲密”，可以写友情、亲情等。如果思
路没有打开，也可以直接根据材料内容来补题，如补成
“为父母画上一条围巾”，写亲情、感动等；补成“为
自己的生活画上一道彩虹”，写成长、感悟等。 



        “我要还俗！” 

        在举行比丘戒大典时，这简单的几个字无情地打

破了庄重的氛围，撕破了长空。在五世班禅和所有德

高望重的僧侣面前，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要

求。他目光柔和，神情坚定。终于，在世人面前，他

说出了藏于心底许多的愿望。 



        时光倒回到一年前。那一天，她在台上，他在台下。

15岁之前与他一起牧牛的的女伴此时在舞台上目光柔和

地望着他，那目光似一股暖流流向他心中那座冰封的小

岛。而几年后，当他失去“达赖喇嘛”的尊号，被曾经

对他顶礼膜拜的兵士押解到风沙弥漫的青海湖时，他想

起的也正是那道柔情似水的目光。 

        有芸芸众生对他顶礼膜拜，但为何没有一人愿抛给

他一把获取自由的钥匙呢？我不明白。 

        然而从受沙弥戒的那天开始，他每天都在破戒。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各种惊世骇俗的表现： 

身为六世达赖却跪求还俗，以浪人的装束游走在拉萨的
大街上，以佛法的技巧写作旖旎风流的情歌，与酒家女
子寻欢，与贵族女子幽会……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桑
结嘉措，他只是想要自由。 

        富丽堂皇的布达拉宫看上去很美丽，但里面的每一

块砖，每一根柱子都是冰冷的，四周冰冷的高墙隔断了
他对尘世的所有依恋。他不想做什么达赖，他只想身体
与灵魂都不受禁锢，他只想做一个凡人。而从他被选为
“转世灵童”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自己。
清朝康熙年间，有官员称他为“假达赖”，他听到后反
倒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他本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超凡
脱俗，清新高洁的睡莲，只有爱他的人才会懂。  



        后来在去往青海湖的途中，他悄然离去了，他的消

失也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但我知道，他是带着一颗豪放

不羁、不受牵制、炽热的心离去的。 

        如果可以让我来改变，我会为他画上一把打开那囚

笼的钥匙，再为他画上如水般澄澈的笑颜。他没有显赫

的身份，没有万人的敬仰，只有一颗单纯而宁静的心。

我只知道他是仓央嘉措，简单得如同白纸的仓央嘉措。

如果我能改变历史，我只愿他的人生不再是个悲剧。 



        亮点赏析：材料新颖，底蕴深厚。仓央嘉措有着显

赫的身份、高贵的地位和出众的才华，然而他更有一颗
单纯而宁静的心。作者以仓央嘉措作为写作对象，并引
用了部分史实，使文章富有浓厚的历史底蕴。 

         思想深刻，语言优美。文章有一定的思想性，开篇

以“我要还俗”入文，凸显出主人公内心的情感，为追
求自由的生活而呐喊。文中写他放荡不羁的生活，其实
是他追求自由的表现。此外，文章的语言很优美，在优
美的语言下蕴藏着作者对仓央嘉措命运的同情。 



2、（南京）请以“只是因为______”为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 

      （1）从“那本书”“那条路”“那个人”三个短语

中任选一个，填在横线上，将题目补充完整。 

      （2）文体自选，不少于600字。 

      （3）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人名。 



        解题指导：题目“只是因为_______”（要求从“那

本书、那条路、那个人”中任选一个短语填在横线上），
充分显示了南京市特别重视引导考生关注生活、关注文
化。 

        首先，从审题入手。这道题审题的关键在“只是因

为”四个字上，题目中的“因为”很重要，具有巧妙的
提示作用。也就是说，横线上所选短语（那本书/那条
路/那个人）是你种下的“因”，你要据此道出收获的

“果”，要突破“书”“路”“人”本身来升华主旨，
这样才算是紧扣主题。 



        如果考生审题时忽略了“只是”“因为”中强调唯

一和因果联系的提示，一味地介绍“那个人”，描写
“那条路”，记叙“那本书”，甚至脱离自己的生活实
际，就会写出泛泛而谈之作，比如有考生介绍上学路上
的风景如何如何美好，可就是不见自己与这条路有什么
关联。 

其次，从选材上来说，写好这篇文章，要从极具生活典
型性的“书”“路”“人”出发，尽量避开过热的素材，
或者把热素材“冷处理”，即不要从大家都能想到的角
度切入，例如若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入题，就不要
只写保尔教会了你“坚强”之类的品质，而要挖掘出个
性化的感悟。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人。 

        我讨厌那个人的声音。那是转学后她第一次主动站

起来回答问题，她的爱好是读书，不得不承认她读书时

感情很投入，就连老师都觉得听她读书是一种享受。但

是下课后班里的的女生都聚在一起议论她，“她的声音

太细了，一听就是装的”“就是，矫情”……明明是背

后的议论，却全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从那以后，她再

也没主动站起来过，被老师点名读书时也不敢再投入感

情。她变了，变得沉默了。但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

我讨厌那个人又柔又细的声音。 



        我讨厌那个人的胆小。那是她第一次走夜路，没有路

灯，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冷冷的风。

她站在巷口，远远地望着巷子的那头，她多么希望那头谁

家能为她亮起一盏灯，可是，没有。她失望，绝望，硬着

头皮往家跑，边跑边哭，到了门口，尽管她带了钥匙，她

还是选择敲门，只是想让自己不那么害怕，“哭什么哭，

没出息，带了钥匙不知道开门，还让我开，不知道我已经

睡觉了？”奶奶的责骂让她无言以对，她默默地擦掉眼泪，

从那以后，即使她再怕黑也没有让奶奶为她开过门。我真

的很讨厌她的胆小，黑夜有什么好怕的，会吃人吗？ 



       我讨厌那个人的多愁善感。她的心很细，她总在乎一

些细微的事；总在意别人的看法；总喜欢把那些不开心的

事放在心里；总是在别人面前像个开心果，而一个人时却

又忧郁得像是林黛玉。我真的很讨厌她爱多想的性格，有

什么放不下的，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累？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人，只是因为那个人，我受过多少

人的嘲笑？黑夜经历过多少挣扎？默默流过多少眼泪？我

讨厌那个人的种种，但我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她，因为那个

人是我自己啊！我一直在反思，声音？不过是外在，何必

在意别人的看法。胆小？那就让自己坚强起来啊，自己不

坚强，谁还能替你坚强吗？多愁善感？这何尝不是心思细

腻的表现，只要不该想的不想不就可以了吗？ 

        只是因为那个人，我知道人要为自己而活。傻瓜，慢

慢成长吧！ 



        亮点赏析：另辟蹊径，令人意外。“那个人”按一般

的理解应当是别人，但在这篇文章中，那个声音细柔、胆
小怕黑、多愁善感的人却是“我”自己，令人颇感意外。
读到结尾，才知道这是作者的自我剖析与反思。人贵有自
知之明，读来令人深受启发。 

       并列呈现，层次清晰。文章并列呈现“那个人”的

“讨厌”之处：因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失去自我，因害怕黑
夜而不敢自己开门，因多愁善感而活得很累。从三个方面
呈现自己的弱点，最后归结到“为自己而活”这个主旨上，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3、（长沙）题目：我们一起品味过的________（快乐

/忧伤） 

        要求： 

     （1）将题目补充完整，然后作文； 

     （2）文体自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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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卷面整洁，字迹清楚。 



        解题指导：这道作文题注重考查考生对情感的表

达，故在立意时，应从以下十大主题去发散思维：亲

情、友情、师生情、故乡情、民族情、社会现象与风

气、战争与和平、理想与追求、环保、哲理与思想。 



        题目中的“我们”，可以是“我”和同学朋友、

父母亲人，也可以变换视角，让“我们”化身为社会

上的某一群体，比如农民工、乞丐等，从而表现“我

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至于写“快乐”还是“忧

伤”，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确定。如果有极为深

刻的“快乐”经历，那就写“快乐”；如果觉得“忧

伤”印象深刻，那就写“忧伤”。题目中的“一起品

味”是个关键词，因此，至少要写两人以上的“我们”

所经历的“快乐”或“忧伤”，不可写独自一人的

“快乐”或“忧伤”。 



        遥望当空皓月，带着柔和的光晕，一如当 

年，只可惜，你们已不在身旁。 

        犹记年少时，我们因结伴回家而熟识，彼此都是一脸
稚气未脱的模样。不知你们是否还怀念，那沙丁鱼罐头似
的公交车。每每等车回家都带着冲锋陷阵般的决心，视死
如归般的凛然，杀上车去。还记得有天，人很多，多到上
下车门口的玻璃窗上，都紧贴着几张脸。可司机大叔似乎
没意识到这点，依旧抱怨着：“车厢后面那么空，再挤挤
啊！”被几个书包卡得快动不了的阿琼，翻了白眼说道：
“现在四面楚歌，就差当场自刎了。”“狼哥”杏眼一瞟，
学着《甄嬛传》里华妃的语气，冷哼了一句：“贱人——”
我们齐声嗤笑道：“就是矫情！”那时，我们年少轻狂，
灿若朝阳，整个车厢都充满了我们的笑声。 



        印象最深的，大抵就是年初的那场元旦会演。撰稿拟

词，我忙得焦头烂额；“狼哥”设计动作也有板有眼；端

茶送水，捶背捏肩，都归了“秋娘”；而阿琼，却清闲地

嗑着瓜子，站在一旁看我们排练，还美其名曰“艺术顾

问”，按“狼哥”的说法：“这种装模作样的人，就该拉

出去群殴十分钟。”那天，我们的心态非常好。两耳不闻

雷鸣般的掌声，两眼不见满堂济济的人，偌大的舞台上，

仿若只有我们几个人。曲终人散后，我们携手并肩走出礼

堂，礼堂外凛凛的朔风还夹裹着雨雪，但我们丝毫不觉得

寒冷，因为手里捧着的奖状是温暖的，它承载着我们几颗

灼热的心。 



       毕业那天，我们是笑着分别的。大家相互插科打诨，

争论着谁的同学录更矫情。“米共的最酸了，还什么秋游

那天，谁谁谁贪睡没去，放你鸽子，让人哭得稀里哗

啦。”“狼哥”扬起了下巴，满脸不屑地说道。“哪有

‘秋娘’的矫情，还转洋文！”米共慌张解释道，脸却已

经涨得通红。就这样打打闹闹，我们嬉笑着跑过了三个站，

到最后都是走回去的。许多细节都已淡忘，唯记得微云堆

里露出的半弯月。我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明亮的月光。  



        席慕蓉曾说：“友谊和花香一样，还是淡一点的比较

好，越淡的香气越使人依恋，也越能持久。”三年间，我

们一起骂过哭过，更多的却是携手笑对人生。在这离别时

刻，我想笑着告诉各位：“明月装饰了我的窗子，而你们

装饰了我的梦。” 



        亮点赏析：内容鲜活，语言风趣。本文表达幽默风趣。

如乘车这一细节，无论是“就差当场自刎了”的画面，还

是模仿华妃语气说出的那句“贱人”，均洋溢着浓浓的青

春气息。排练节目的情景，寥寥几句，更是将大家紧张而

快乐的气氛渲染得格外真切。 

        巧妙写景，带出真情。开篇景随性生，自然引出故事，

倒数第二段的景物描写，笔墨不多，却巧妙地衬托出了情

感的美好；最后化用的那句“明月装饰了我的窗子，而你

们装饰了我的梦”，与上文的景物相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