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七年级下册

写作  写出人物的精神



写 作 目
标

    1.回顾、讨论例文，明确写人作文的基本方法。

    2.学会选择典型事例写出人物性格与品质的方法，

进一步把人物写生动。

    3.积极参与写作训练，能够按要求写出较完好的

片段或作文，突显人物的精神品质。



文 题 展
示

    一  也许闭上眼睛你都能想出好朋友的样貌，写出他

的外在特征并不太难，但你还能写出他的性格与气质吗？

以《我的好朋友》为题，写一个200字左右的片段。

    二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与人发生争论。有时候，只

是两个人参与；有时候，则是数人参加。调动你的生活经

验，以《争论》为题，写一篇作文，描摹争论中人们的不

同表现。不少于500字。



    三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让你尊

敬，有的让你佩服，有的让你感动，有的让你叹息……

以《这样的人让我      》为题，写一篇作文。不少于

500字。



技 法 点
拨

    写人有一些基本的方法，如描写外貌、动作、神

态等。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写出人物的外在特点，标

识出他与众不同之处。但仅仅如此不够，还应深入人

物的内心，写出他的个性与精神品质。

    1.详述典型细节

    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追求往往在细节处得以彰

显，写作时可以抓住典型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如《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中，闻一

多先生钻研学问时专注认真、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

通过他头发凌乱、书桌上“众物腾怨”等细节来表

现的，而他作为民主战士不畏强权的一面则通过他

参加示威游行等行为突显出来。

    2.丰富写作手法

    写人时，可以借助一些写作手法来加以突出、

强调，如对比、衬托、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

等，都可以起到揭示和突显人物精神的作用。



如《邓稼先》一文，将邓稼先与美国“原子弹之父”奥

本海默进行对比，邓稼先忠厚朴实的气质和毫无私心、

甘于奉献的品格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3.妙用抒情议论

    记叙人物，还可以借助一些抒情、议论的句子，对

人物的精神品质进行点睛式的概括。如《说和做——记

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中，“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

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战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对闻一多先生

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也是对全文的总结。这些精彩

的抒情和议论，提炼了人物的精神品质，也对文章的主

旨起到了升华的作用。



写 作 指
导

文题一：

    要写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品质，并不排斥对他进行

外貌、动作、语言等的描写。内容上可以叙述和他相处

的时光、共同经历的事情，在描写和叙述中展现人物的

性格品质。



文题二：

    抓住争论者的不同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展开描摹，

通过对比、衬托等手法刻画人物，写出他们在争吵中的

不同表现，想象并尝试进行鲜活的心理描写。



文题三：

    “这样的人”可以是你熟悉的人，也可以是陌生的

人、某一类的人。关键是所选对象应该具有某种精神品

质或代表某种风气。动笔时，要着眼于个性、品质去描

写，写出你的情感倾向。



范 文 赏
析

这样的人让我佩服
    瞧，这位身穿黑华达呢中山装，戴着黑色宽边眼镜，脸上
带着微笑的中年教师，就是我们敬佩的语文老师——陈老师。
①

    陈老师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上起课来总是那么轻松、
活泼、生动、有趣。我们尤其爱听他的作文课。他讲起课来
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们兴趣盎然。

①外貌描写，引出

人物。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作文，逐步懂得一点写作的“奥秘”。
② 

    “叮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这一节是作文课。陈老师大
步跨进教室。今天他显得格外兴奋，走到讲台前，笑嘻嘻地说：
“同学们，今天我特别高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我们
都咧开嘴，摇摇头。陈老师接着说：“早上，我到贸易市场，
一元钱买到了两只老母鸡，你们说能不高兴吗？”

②总述，突出陈老师传授作文很有一套。“尤

其”一词用得准确，在比较中予以强调。



同学们哄的一声笑了。我想：陈老师准又在开玩笑了。哪知陈
老师却一本正经地说：“真的，我从来不说假话，不信，我读
给你们听。”说着，他拿起一本作文本大声念了起来。

    原来一个同学在作文中写他跟爸爸到贸易市场去买鸡，爸爸
只付了一元钱，买到两只肥壮的大母鸡。同学们恍然大悟，陈
老师在批评有的同学写作文不顾事实，胡编乱造。陈老师说：
“不管你的描写多么生动，词语多么丰富，不真实的文章是没
有意义的，就不是好作文。”



打这以后，同学们写作文时，总要细心琢磨，深入了解，遇到
不明白的问题，便问老师、家长或者查阅资料，类似的错误就
大大减少了。③

    又是一堂作文课。

    今天，一向和蔼可亲的陈老师，忽然一把拉着陈俊同学拖出
了门外。我们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哪知陈老师关上门，
转过身来笑眯眯地说：“同学们，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我要考
考大家的记忆力。你们熟悉陈俊吗？”

③详写陈老师上作文课“风趣”

“幽默”，技法高超。



    “熟悉！”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陈老师接着问大家：“你们说陈俊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什
么式样的衣服？脚上穿的是皮鞋，布鞋，还是跑鞋？”
    这一问，大家都怔住了，谁也不吭声。
    过了一会儿，陈老师叫陈俊走进教室，我们这才打量起来：
他上身穿一件天蓝色拉链衫，下着海蓝色的裤子，脚穿一双白
球鞋。陈老师笑着对我们说：“这就叫仔细观察。”④

④陈老师通过实例教育

“我们”要仔细观察。



    接着陈老师又讲了几个仔细观察的小故事，还让我们自由地
去校园的花园参观。这次我们看得更仔细了。对花圃里的每一
种花草，从它们的颜色到形状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有的还翻
查有关参考书。这次作文，大家都写得较好。通过这件事，我
们懂得：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写出好作文。⑤

⑤花圃观察，细致入微。备好作文

丰富的材料。



    陈老师就是这样指导我们学习和作文的。大家说，我们有这
样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能不感到高兴吗？对写作这块“硬骨
头”又怎会不越啃越有滋味呢？⑥

⑥抒情，表达对老师

的感激和尊敬。



【名师点评】

    作者对两次作文课进行详细的描写，通过这两个典

型事件，反映出了陈老师生动的教学风格，写作文像画

画一样；我们写人，反映一个人的特征，应该巧妙的选

择角度，作者就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通过对陈老师在

课堂上的动作，语言的描写，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教

师的形象。



中 考 真
题

    （2016·山东济南）题目：共度好时光

    要求：①把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②除诗歌外，文
体不限。不少于600字。③作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
地名、人名。④书写工整，卷面整洁。



【真题解说】

    这次命题作文注重考查大家关注情感的回归、关

注人际和谐和心灵感悟，所以，考生需要注意审题的

思路。



    （1）“共”字审题。“共”是个副词，为“一起、

共同”的意思。这个词，决定了考场在立意和材料选取

上，体现的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众人，而且笔墨中要展

现出来。

    （2）“度”字审题。“度”字面上是“过”的意思。

不过文章中要体现的是彼此在一起过的过程，如何度过

的？这也是文章的重点部分，且文章的立意是从这里体

现。



    （3）“好时光”的蕴含意义。“好”字就是美好的

意思，化解一下这个字的蕴含，“好”字可以是“快乐”

“幸福”“温暖”等，也可以是“虽然艰苦，看上去不好，

但是收获很大、值得回味”的时光。“时光”这个词，是

个时间段，而不是时间点。比如“童年”“初中生活”等

都是时间段，考生需要注意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情，

产生感悟，表达积极向上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