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论文的基本结构通常由“引论、本论、结论”三

部分组成。要求是开头必须提出论题或论点，主体部分

选用材料分层次地论证论点，结尾归纳总结。本论是文

章的主体，是对问题的分析。有以下四种常见结构形式： 



        1、并列式结构。在论证思路中，为了论述的方便，

将文章的中心论点分解成几个平行的、并列的分论点，或

是把论据并列起来，论证的几个层次或段落之间的关系是

平行的，这就是并列式。如福建满分作文《稳中求胜》文

章在亮出中心论点“为人沉稳，稳中求胜”之后，便从三

个方面展开了充分的论述：“沉稳从志而来，沉稳从难而

来，沉稳从无欲而来”。这三个分论点共同证明了中心论

点，论证充分，结构清晰。  



         2、正反对比式结构。在论证思路中，把两种事物

（或意见）加以对比，或者是用另一种事物（或意见）

来烘托某一种事物（或意见），这就是对照式。如江西

一考生的《公则生明》本论部分先引作文材料以做反面

典型，由此带出两例正面典型事例。这样，三个事例一

反两正，对比鲜明，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3、递进式结构。在论证思路中，由浅入深，层层深

入，步步推进，这就是递进式结构。它的特点是各层的前

后顺序有严格要求，不能随意变更。一般议论文采取先提

出问题，再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思路，即体现了层

进式结构的特点。如高考作文《正直是做人的根本》，文

章先摆出女学生拒绝广告的现象，接着说明这样做的原因，

再评论女学生这一行为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层层递进，说

理深刻，从而透彻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4、“总—分—总”式结构。这是文章运用最多的一种

结构方式。在论证思路中，有的是先总说后分说，有的先

分说后总说或者先总说后分说再总说。这就是“总—分—

总”式结构方式。如高考满分作文《诚信所至，金石为

开》开头引用古语，提出论点，这是引论。本论先说诚信

的作用，再说诚信范围。结尾点题，照应开头。总结全

文。是典型的“总一分一总”结构，显示出作者较高的谋

篇水平。 



        古往今来，“文章无定法”。古人曾说，文章千古

事，得失寸心知。古人说凤头、猪肚、豹尾。凤头用漂

亮文字开头；中间内容尽量丰富是猪肚；而豹尾则用干

净利索文字结尾。总结议论文一般性规律，结合古人成

功经验，总结四字：起、承、转、合 。 

        起：引题、入题结合材料和题目，用极短文字迅速

抓住主旨、中心，迅速入题 。 

        承：结合观点、主题进行分析、论证，对论点进行

延伸，进行思辩分析。  



       转：借助事例进一步转入说理、说事，来论证自己

的观点。用事实说话，可选取事例详写，也可以概括几

事例写，总之转入引入事例来论证自己观点。 

       合：进行总结、拓展，用名人或用整齐句子结尾。 



                                     桃李芬芳一样春 

        秋日霜菊挫败百花独自盛开，寒冬腊梅力胜群芳傲然绽放。

其魅力，其精神，令世人赞叹。而春日妖娆之桃花、清雅之李

花与百花并开三月，共同带来芬芳美丽的春天。原来，美好并

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花有并开之美，成功亦有双赢之效。 

        著名军事家孙武说：“上下同欲者胜。”其实，竞争中双

方若能互相成全，又何尝不是如此？“山羊过独木桥”的游戏

中，独木桥上，看似仅容一人通过，非此即彼，但打破习惯思

维，相拥相抱，互换位置，相背而行，是多么智慧的做法！比

赛虽以成功为目的，但谁又能说成功只能一人拥有？谁说利己

一定要损人？放下执念，合作双赢，方是最大的智慧。 



          胸怀宽广、眼光长远者可与人共享双赢。战国时期的

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之后，深得赵王信任，引起武将

廉颇的嫉妒。此时的蔺相如大有机会将廉颇挤下功名的

“独木桥”。然对赵国形势洞若观火的蔺相如选择了“先

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与廉颇携手卫国，以文御辱，以武

安邦，演绎了“将相和”的佳话。正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胸

襟与眼光，才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创造了与廉将军共享功

名的双赢局面。汉朝名臣张良善将将，韩信善将兵，二者

互相配合，彼此包容，才有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

之外”，才使得二人在汉王朝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珍惜对手、襟怀坦荡者可与人共享双赢。世界羽坛上堪

称“瑜亮”的林丹与李宗伟，一个是奥运冠军，一个世界排

名第一。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应该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的

对手。而事实上，他们都很珍惜与双方的对决，称对方为

“伟大的对手”“永远的朋友”，可谓是惺惺相惜。试想，

在彼此的运动生涯中，他们如果没有在竞争中提升自我，是

否会有今天的成就？或许比赛中名次不同，可是谁又能否认，

在世界羽坛的历史上，他们就是不分伯仲的名将？包容对方，

珍惜对手，成就他人，也会成就自己。 



        携手同行，留下美好的传说；并肩战斗，创造更大

的价值。子期伯牙，共奏高山流水之音，知音的美名千

古流传；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创作了《资本论》。分享带

来美好，合作创造双赢。 



        反观当下，处处喧嚣，人心浮动。功名之争，利益之争，

赛事之争，我们常常期待脱颖而出，似乎不战胜即失败。当初

的360与腾讯之争，被称为“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第一案”。

这两个“明星”品牌，为了双方各自的利益不惜将对方置于死

地，甚至在用户的电脑上公然采取非此即彼的不相容措施。一

时之间，声名大跌，用户纷纷弃用两家安全软件。本为了一家

独大封杀对手，结果却封杀了人心。而同为互联网商业，土豆

网和优酷网、阿里巴巴网站的合作，实现了企业的共赢。气度

狭小、目光短浅的竞争，势必会造成两败俱伤。在竞争中合作，

才会创造更大的成功。 



         有人说，人生如战场。也有人说，商场如战场。但人

生不是处处你死我活，即使是独木桥上，也并非仅能一人

通过。今天，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更是一个合作的时代。

自私利己，仅是愚者之见；合作双赢，方是智者之举。 

        秋冬时节，那凌寒盛开的梅菊固然美丽，又怎胜得春

日百花齐放、万物逢春？人生的竞技场上，亦可桃李并开

一样春。 



一、议论文的结构合体  

        议论文，分析事实，论证道理，当然要遵循一定的思维

规律；这种思维规律反映在文章的外部形态上，就是具有一

定体式的文章的结构。怎样写议论文才算“合体”呢?   

        一是根据议论问题的一般思维模式，应当是按“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或曰“引论”、“本论”、

“结论”） 三大块构成。“提出问题 ”即在议论文开头一般

要鲜明地提出中心论点，“分析问题”即在文章的中间要围

绕中心论点展开分析论证，“解决问题”即在文章的结尾部

分或者得出综合性结论， 或者提出前瞻性希望等。这一点众

所周知，兹不赘述。   



        二是分析问题即本论部分，要按一定的向度分层展开

论述。所谓“向度”即论述展开的方向。这个“向度”有

四个：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何果。一般情况下， 一

篇中学生议论文作文，其本论部分只要从这四个向度中选

择一个或者两个展开即可。但无论是从哪个向度展开，其

分论点之间都要形成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有并列式、

递进式和对照式三种。   



二、思路入格  

        议论文是论述问题的，当然要有一定的思路，即议论文

各部分之间要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我们知道，议论文是论证

问题的，你在提出议论文论点后，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让

你提出的论点令人信服地确立起来。因此，中心论点和各分

论点之间就应当是因果联系，即中心论点是“果”，分论点

是“因”。这个因果联系就是议论文的思路之“格”。   

        作为一个高中生的议论文作文，最起码要做到在中心论

点和各分论点之间 ，论点和论据之间要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学生提出中心论点后，只要围绕中心论点问一个“为什

么”，就能找到提出分论点的方向。如中心论点是“只有坚

守，才能使人的思想品德升华，才能成就一番事业”。稍加

分析，就可发现这个观点是在说“坚守”的重要性，于是，

分论点就要回答“为什么坚守很重要”这个问题。那么就可

从“为什么”和“何果”这两个向度来立分论点。如“坚守

是一种执着，使绝望变成希望”，“坚守是一种信念，使普

通变得高尚”，“坚守是一种职责，使平凡变得伟大”。如

果我们要检验这三个分论点和中心论点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内

在联系的话，只需在这三个分论点之前加上“因为”，在

“坚守很重要”之前加上“所以”，再连起来念一下即

可。   



        同样，分论点和议论文的论据之间，也应当是因果联系。

如在“坚守是一种职责，使平凡变得伟大”这个分论点后面，

就可这样展开论述：“边防战士的坚守，使国家安定祥和；

人民教师的坚守，使桃李满天下；白衣天使的坚守，使病魔

为之屈服。”又如在“自由是思想的漫飞”这个分论点下可

以这样展开论述：“行动可以受制于客观现实，思想却永远

享受绝对的自由。有了这份思想的自由，才有了集豪放与浪

漫于一身的诗仙李白；才有了身陷囹圄还在感叹‘故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的落魄后主李煜；才有了向往‘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的天才诗人海子。总之，因为这份思想的自由，社

会才会在其牵引之下不断地进步，才会创造出一个个永载史

册的人类奇迹。”   



三、粘连有术  

        一篇像样的议论文，除了议论文的结构合体、思

路入格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论点的恰

当阐述和对论据的中肯分析；没有这样的阐述和分析，

议论文论点论据就不能粘连起来，而这个粘连是有

“术”的。   



（一） 观点＋过渡＋事例＋分析  

        这个步骤中最重要的是“过渡”和“分析”。所谓

“过渡”就是要在观点和事例之间，用适当的词句来勾

连，以接通文气，使观点和议论文材料在语言形式上畅

通无阻。所谓“分析”，就是事例叙述完之后，还必须

对事例进行适当的分析评论，指出其本质特点，使事例

和论点在内容上联结在一起。 



（二）观点＋过渡＋论据＋分析＋归纳  

        这种议论文论证方式就是在第一种的基础上加了一个

“归纳”。所谓归纳，就是从多个事例中提炼出必然性的

东西。既然要从多个事例中提炼，那么，“论据”部分，

就应是两个或三个以上。 

（三） 一般道理＋个别道理，即“演绎推理法”。 

        前面的分析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而演绎推理法是从

一般到个别，用普遍性的真理（论据）来证明特殊的论点

的方法。 



议论文范文1：并列组合结构  

        近些年来，外来文化的冲击已经波及汉语，于是有

知道莎士比亚而不知道汤显祖的，有见面就“哈罗”而

不知说“您好”的，有懂得镭射而不知何谓激光的……

面对凡此种种，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捍卫母语。   



         捍卫母语，珍爱母语，是我们的责任。有人说： “一

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它的历史。”的确， 作为文化主要载体

的语言， 一旦丧失，就断了历史，断了文化之脉。汉语是

世界上少有的能够沿用至今的语种之一， 它的强大生命力

本身就是对其价值的最好证明。汉语之于我们，更是一种

感情一种精神。它连接起中华民族，是每一个华人血管里

流淌的血液。面对国内高校重英语轻汉语的怪现象，不少

专家人士表示忧虑。而国外逐渐兴起的汉学热，只能让我

们深刻反思。一个没有语言的民族是不幸的， 而一个有语

言却弄丢了的民族是可悲的。   



        发展国语，净化母语，是我们的使命。毋庸置疑， 汉

语必然而且应该与时俱进。汉语只有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中， 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才能永葆生机。我们要做的是如

何掌握汉语发展方向的问题。徐寿当年引进西方科学，特

别是引进化学的时候， 系统地整理出一套元素命名，至今

仍使我们受益无穷。相比之下，当代科学界则逊色得多。

时常可见科学文献中出现连串的英文字母，而在日常生活

中放着“电视”不用而要用“TV”的就更加令人发指。所

谓“恐龙”、“粉丝”、“PK”，其实只是幼稚与浅

薄， 而非时尚。这是对汉语的亵渎。捍卫母语，必须从还

母语纯洁开始。   



        弘扬母语，传承母语，是我们的荣耀。汉语要在世

界语林立足，需要华人的共同努力。在这一点上，坚持

讲汉语的杨振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最近吵得沸沸扬扬

的韩国江陵端午申遗事件已经凸现中国传统文化流失之

严重，不知下一场文化侵略的矛头是否会指向汉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汉语从远古之河一路流

来，浸入我们的血液里。昨夜梦魂里有诗人吟唱，血脉

里翻滚着长江黄河的波涛。   



         显然，这篇议论文范文中的三个分论点“捍卫母语，

珍爱母语，是我们的责任”、“弘扬国语，传承母语，

是我们的使命”、“发展国语，净化母语，是我们的荣

耀”，就是典型的并列组合。    



议论文范文2：对照式结构  

        镜乃一种语言，买一面好镜则买来了“忠言”，也许

它“逆耳”，却“利于行”。如果当初齐威王没有接受邹

忌的讽谏，又怎么能取得“战胜于朝廷”的结果呢?如果当

初唐太宗没有接受魏征的劝告，又怎么能获得“贞观之治”

的局面呢?他们懂得“买来”了“逆耳之言”这面镜

子， 则买来了天下，胜过百万黄金所能换取的东西。然而，

不会买者亦有之，商纣王不愿买来广开言路、善纳忠言的

国策，以致落得个身败名裂、葬身于火海的下场; 项羽不

愿要从谏如流、接纳忠言的忠臣，以致落得个无颜见江东

父老、自刎于乌江的悲剧。不会“买镜”的人终究不能成

功。   



         这段议论文范文中，以“然而”为界，前面举的

齐威王、唐太宗两个例子，是从正面论述，后面举了

商纣王、项羽两个例子，是在从反面论述，这也是对

照式结。    



议论文范文3：观点与事例之间的过渡  

        我们要重视“专才”。我们不能奢求每个人都成为全

才， 我们应重视那些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有独特建树的专

才。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当年数学不及格，却被

清华大学录取，后来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铁一般的事实证

明：专才不仅是人才，而且可能成为大有用处的人才。   

        这段议论文范文中共四句话，第一句话是论点，第三

句话是事例。第二句和第四句分别是”过渡”和”分析”。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句， 观点和事例就粘连起来了。     



议论文范文4：多论据的归纳  

         疑是思之始， 学之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理论上

的重大创造，往往是从疑开始的。“苹果为什么落在地

上?”这个疑对于探索“万有引力”的牛顿曾有极大的启示；

“挂灯摇摆幅度不论大小，为什么时间都是一个样?”这个

“疑”使伽利略发现了等时性的原理。这些自然现象，皆

是人们生活中惯常所见，然而，寻常人熟视无睹，惟有具

有探究精神的人对此产生“疑”，努力探索，以至有所发

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这段议论文范文话共有四句，第一句是提出论点，

第二句是过渡勾连，第三句是列举了两个事例，在每一句

事例之后，均有一句分析，指出共同点，第四句是对共同

点的归纳。这一句归纳（ 实为真正的“讲道理”）大大

加强了论证力量。     



议论文范文5：“演绎推理法”  

        万丈高楼平地起，但大家知道，只有在坚固的基

础上才能筑起万丈高楼；在沙地上是建不起高楼的，

可见，打好基础对做好事情是多么重要。达·芬奇的老

师开始不是教他创作什么作品， 而是要他画蛋，实际

上就是要他严格训练用眼细致地观察形象，用手准确

地描绘形象，手眼一致，不论画什么就能得心应手

了。正是因为达·芬奇经过了严格的基础训练，终于创

造出许多不朽的名画，成为一代宗师。   



         这段议论文范文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是用一个比

喻推出了一个一般性的道理（ 论点）： 要做好事情，就

必须打好基础。在演绎推理中，这就叫大前提。第二句

说达·芬奇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就叫小

前提。第三句自然而然地得到结论：达·芬奇之所以取得

艺术成就，是因为他经过了严格训练。这样的逻辑推理

是令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