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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99_E4_B8_AD_E9_c67_276752.htm G作文并不是那些我

们曾经写的英语作文：一个好的模板，一些背过的句式，几

段废话。G作文就相当于中考时的议论文（不知道现在的中

考还有议论文么），要有明确的观点，要懂得论证方式以及

拥有严谨的思维。不仅仅如此，还需要有高考作文的深度和

广度，有自己的亮点，绝对不是千篇一律。那些范文就像是

中文的作文选，只能做参考，看作文选并不能多打地提高作

文能力~要学会吸收，要写出自己风格的文章，呵呵，谈何容

易！理工科的学生连中文的作文都不一定在行，更何况是英

文的~ 真正提高中文写作能力的途径就是扩充阅读量 不断地

写。同样的，提高GRE写作能力也是扩充阅读量 不断地写。

只是时间有限，能做的也只是看范文 自己找例子，按范文写

作的方法写自己的例子。在网上找了中考议论文的论证法以

及论证结构，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对写G作文的一些启迪 (

一)举例论证法 举例论证法：简称例证法，是根据需要例举一

定的事实来证明观点正确的方法。事实要求充分、确凿、有

代表根据性。 例1：(2006南京艺术学院附属中学 有删改)资讯

时代是为能运用资讯的人而预备的。那些把一切资料的碎片

都当做资讯的人不可能正确的运用资讯；那些把一切有用和

无用的东西都往脑袋里塞的人也不可能成功运用资讯。只有

对你真正有意义的资料才称得上资讯，其他的都是垃圾，只

会让你更加无知。也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超载健忘症”，

听完一场毫无意义的演讲，我们不仅没有记住一个字，反而



连车停在什么地方都忘了。 问题：文中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参考答案：举例论证法。举到了“超

载健忘症“的例子。其作用是：证明了滥取资讯的严重后果(

危害) 例2、(2006海南省课改试验区 有删改)歌德用了差不多

半生的精力学画无成，面对人生的不断碰壁，及时调整了人

生目标，在文学道路上做出一番成就。孙中山青年时悬壶行

医，最后发现治一人并不能救社会，于是转而投身革命，终

于成就了令世人敬佩的伟业。无数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成

功者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发现了成功的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

站到了正确的起点上。因此，我们不要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兴

趣，不要绝对依赖自己的感觉，而要尽可能多地尝试各种各

样的发展道路，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 (本文的中

心论点是发现自己才能选择正确的道路，才能实现个人的最

大价值) 问题：本段用了什么论证方法，作用是什么？ 参考

答案：举例论证法(例证法)。作用是用该事例论证了成功者

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成功的道路的，因此我们要在实

践中学会尝试各种发展道路，并与时俱进的调整自己的努力

方向。 举例论证法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用确凿、典型的

事实来证明观点，会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二)引用论证法 引

用论证法：简称引证法，是引用正确的科学原理，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中的精辟见解、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以及人们认

定的定理公式来证明论点。 例1、(2006 随州市 有删改)古人

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要把“死

”书读活，让书发挥作用。“死”“活”之间，相互为用，

相互补充。我们强调读“死”书，但又不拘泥于读“死”书

。“死”与“活”，都是对人而言的。人要书“死”，书就



“死”；人要书“活”，书就“活”。这就叫“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善读书者，手中都有一把打开书籍奥秘的金钥

匙。书籍是死的，金钥匙却是活的。“死”与“活”的关系

，大概有如书籍与金钥匙的关系，我们先要有书籍，然后金

钥匙才能发挥作用。只有漂亮的金钥匙，又有什么用处？因

此，谈读书，就得先读书。 题目：语段使用了引用论证法，

请你把它找出来，并说明它的作用。 参考答案：古人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作用是引用古语阐明了“死”，“活

”之间，不是绝对孤立的，有相互为用，相互补充的关系。 

作用：用权威性的话语，使说理更加深刻、透彻、具有说服

力，着力体现理论的力量和文章的思想深度。 (三)比喻论证

法 比喻论证法：简称喻证法，用人们熟知的事物来作比喻证

明观点。 (2006年百色市)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

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

莫若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

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死乃是人生难

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

在世间一天，便有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

有几千斤重担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

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附：这篇文章的

中心论点是人生最苦的事，莫若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 

问题：这段文字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来证明中心论点的？其

作用是什么？ 参考答案：比喻论证法(喻证法) “该做的事没

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压在肩头”生动形象地表现出

人生最苦的事，莫若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 比喻论证法

的作用：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证明观点，使观点更为清晰



，读者更易理解。 (四)、对比论证法 对比论证法：将一个事

物的正反意见或优劣情况进行对照分析来证明论点的方法。 

例：(2006江苏省盐城市 有删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

白不摧眉折腰事权贵，顾炎武不做清朝的高官，⋯⋯古今有

志气、有骨气的人，都不以高官厚禄为荣，居下有节，自强

不息。他们的高尚品质永远为后世传诵。相反，那些曾荣耀

一时、富贵一生的人，现在却早已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得无影

无踪了。 问题：这一段除了运用举例论证法之外，还运用了

哪种论证方法？其作用是什么？ 参考答案：对比论证法，作

用是：通过正反对比使论证更加周密，更加深刻。 对比论证

法的作用：可以使正确与错误对比分明，是非曲直更加明确

，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论证结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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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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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沉

稳从志而来，b.沉稳从难而来，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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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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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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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则生明 朱基总理将“公则生明，廉则生威”这句话作

为他的人生信条，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公正无私、威严廉



洁的高大形象。 “公则生明”，单单四字，意韵深远。公正

，不偏私地想问题、办事情，则处理问题明智正确；反之，

带有主观色彩，便不能公正无私地认识和处理问题。而人往

往受主观影响，难以对事物做出正确深刻的认识，所以要做

到“公则生明”并非易事。 人们首先得克服感情上的亲疏远

近才能客观地认识事物。《韩非子》中一则寓言曰：“宋国

一富人，一日大雨把他家墙淋坏了。他儿子认为不修好，一

定会有人来偷窃，邻家老人也如此认为，是夜，果然富人被

窃。富人于是觉得他儿子很聪明，而怀疑邻家老人为窃贼。

”可见，富人对被窃一事，完全受感情亲疏所左右，自己的

儿子，偏私地认为聪明，邻翁却是怀疑对象，这样不客观，

很难认识到真相。或许，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也未可知。所

以，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判断，要

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理智客观地分析研究事物，不带一

丝感情色彩。 历览古来圣贤人，无不在对事物做出客观公正

的评价，在处理事情上力求做到公正不偏私。 我们要向包拯

学习，他公正廉洁，不包庇一切罪行。他的铡刀上斩昏君，

下斩黎民，只要是真相，就能在他面前闪光，只要有罪恶贪

婪，一律逃不过他公正无私的眼睛。于是，才在青史上永远

镌刻着他的名字。 我们要向岳飞学习，他训练的岳家军，行

军迅猛，杀敌勇武，这与他的公正无私是分不开的，儿子岳

云，犯军规违纪按军法处置，不因他是自己的儿子而有所偏

颇，于是全军上下，无人不服，无人不赞，因此，岳家军才

使金军闻风丧胆，才使得北宋得以保全，岳飞的精神一样在

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不论是故去的古人，还是现存的今

人，只有做到公正无私，才能在一事物的认识上得到真理，



才能在对事物的处理上得到赞美。感情上的偏私只能陷人于

不分青红皂白，不辩是非之中，我们要坚决拒绝让感情主宰

理智。 “公则生明”这句话犹在耳边回荡，让我们摒除感情

的干扰，理智公正地在世为人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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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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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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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满分作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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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的适用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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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分

式 先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即论点，然后加以分析、

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结构形式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来展开论述的。 说“思”： 1、学会

动脑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出问题） 2、搞好学习、工

作、科研等都需要多动脑筋（分析问题） 3、要养成多动脑

筋的习惯（解决问题） 2.并列式 先提出总论点，然后并列地

从几个方面分别对总论点加以论述，即论述部分是由并列的

几个分论点的论述组成的。并列式的几个分论点常常放在每



段开头，以显示层次。运用这种结构形式的关键，是对一个

总论点能够从不同的侧面来加以认识，并能够并列地排出几

个能说明总论点的分论点来。 说“思”： 1、要养成多想的

习惯（总论点） 2、多思才能把知识学活（并列分论点一） 3

、多思才能有所发明创造（并列分论点二） 4、多思脑子才

越用越灵（并列分论点三） 3.递进式 按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层深入一层地论证论点。“深入

”的路子很多：可由现象说到本质；可由可能性说到必然性

；可从经验说到问题，再说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从“是什

么”说到“为什么”，再说到“怎么样”⋯⋯这种结构形式

能使问题的剖析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 说“思”： 1、“

思”就是提倡动脑筋（是什么） 2、“勤思”的重要（为什

么） 3、还要“善思”（怎么样） 4.正反式 提出论点后，从

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任何一个论点，既可以从正面论述

，又可以从反面论述；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说明才更透彻。

有些论点可侧重从正面论述，结合进行反面论述；有些论点

可侧重反面论述，结合进行正面论述。 说“思”： 1、要提

倡多动脑筋（提出论点） 2、多动脑筋的重要（正面论述） 3

、不动脑筋的危害（反面论述） 5.对比式 通过对比来论证论

点。对比有正与反的对比，现在和过去的对比，这一事物与

另一事物的对比，同一事物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对比，等等

。对比可以使观点更为鲜明。 说“思”： 1、生活中的两种

人：勤于动脑的人；懒于动脑的人。（态度对比） 2、不同

态度的不同结果（结果对比） 3、不同态度的不同思想根源

（思想根源对比） 4、应学习第一种态度，做勤于思考的人

（结论） 6.归纳式 先摆出一系列能说明总论点的事实，然后



归纳得出总论点。归纳式往往用于段落里对某个观点的论证

，而用作全文结构形式的较少，一般与其他形式结合使用。 

说“思”： 1、牛顿从观察苹果落地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实例一） 2、瓦特从观察烧开水到发明蒸汽机（实例二） 3、

马克思从观察商品交换到发表剩余价值学说（实例三） 4、

凡事必须多动脑（归纳） 7.证明式 先提出总论点，然后用一

系列事实证明之。层次安排与归纳式正好想反。（实例略）

议论文是每一个命题，几乎都可以按这几种结构形式构思。

多进行“一个题目，多种构思”的训练，有益于开拓思路。

当然，以上只是议论文的几种基本结构形式，在具体运用时

要求灵活变通，驾驭自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