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研讨报告应该(优质10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
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研讨报告应该篇一

春夏秋冬，它们各具特色，但我却最爱那与众不同的秋天。

夏姑娘走了，迎来的是秋妈妈，她带来了人们的好朋友--丰
收。丰收走进果园，园里瞬间果实累累，果农们笑得合不拢
嘴，连忙去拿梯子，摘果子。丰收走进枫叶园，枫叶瞬间红
了，一片一片地落了下来，像一只一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翩
翩起舞......

秋天，高粱红了，绿叶完了，草儿枯了，只有那美丽的菊花
在那绽放着。菊花的颜色，我只见过两种，一种像雪一样的
白菊花，一种是金黄色的菊花。

呀，这里有一条在走的“线”!哦，原来是“大力士”蚂蚁先
生。它们正在为过冬做准备呢!呼......呼......，一阵风吹
来，树叶宝宝乘着这辆车离开了树妈妈。有的飞入水中，变
成小虫子的小船;有的飞到草地上，成为肥料;还有的飞到小
朋友的脚边，变成小朋友的头饰。

啊!秋天，你是多么美丽!

教师点评：小作者描写传神，象征明确，用生动传神的比喻、
排比等修辞手法来描写秋天事物的美。



研讨报告应该篇二

在节假日，小学生在父母和老的在节假日，小学生在父母和
老师的带领下，到公园和游览区欣赏景物、陶冶性情。如果
将游览时看到的景物，所听到的声音，所产生的联想，所获
得的感受，按照一定的顺序，有重点、有感情地记录下来，
就是一篇游记。写游记有如下一些要求。

(一)写游记必须写清游踪

要记住从什么地方到了什么地方，每个地方的名称，以及每
个地方的方位。这样读者才能搞清楚你先到什么地方。后到
什么地方，才能确定你所要描述的景物的具体位置以及它的
特征，唤起读者对你所游览之处的神往之情。同时，也使文
章福有条理，层次清晰。

(二)要留心观察

观察是写好游记的基础。游览时，不能走马观花，要仔细观
察。所谓仔细观察，就是要看景物的形状、颜色、质地是怎
样的，静态下什么样，动态下又是什么样，等等。只有这样，
在写作时可选的材料才多，才便于把景物写具体、写出特点
来。另外，在观察的时候，还要按一定的顺序，或由近及远，
又远到近;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或从里到外，从外到里;或
从中间到两边，从两边到中间;或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
体。按照这样顺序去观察，彩绘全面，描写时彩绘有条理。

(三)要做记录

学生游览的时候，看的东西多，去的地方也比较广，一时很
难记住，就是当时记住了，过后也难免遗忘，不利于组织作
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游览时要求学生带上笔和本，边观
察、边记录，随看随记，就不会忘记了，写作文的时候还便
于选择。另外，公园和修蓝区的有些景物带有介绍。例如，



辞经管是何时建造的，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占地面积是多
少，包含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等等。这些资料很
有可能成为学生作文时的宝贵材料，应该要学生记录下来。
在游览之后，要求学生及时地把自己观察到的和记录的材料
整理归类，看看哪些是属于作文需要的材料，哪些需要详写，
哪些需要略写，做到心中有书，为下一步作文做好准备工作。
可以要求学生按照下面的表格整理材料。

状物作文，是小学生作文训练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所谓状物，
就是具体、形象地描写物体的特征、形态、色彩、质地等。
这个物还应该包括动物、植物等类。由于不同的物有不同的
特点，所以状物的方法也不一样。

怎样状物

状物作文，是小学生作文训练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所谓状物，
就是具体、形象地描写物体的特征、形态、色彩、质地等。
这个物还应该包括动物、植物等类。由于不同的物有不同的
特点，所以状物的方法也不一样。

(一)怎样写物品

1 抓住特征

从大小、形状、颜色、质地(制造材料)等方面，对所写的物
品仔细观察。因为不同的物品有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同一种
物品，也会有某些席位的区别，也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蛛
蛛物品的特点写，就是抓住了这一物品是区别于另一物品的
地方写。

2 按照一定的顺序写

(1)按总一分一总的顺序写。



(2)按物品各部分的空间顺序写。

(3)有的物品，须按先外后内的顺序写，即先写外表，后写内
里的顺序。

3 状物需要想象和联想

展开想象和联想，不仅使所状之物更加具体生动，还可以开
拓作品的意境，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二)怎样写动物

1 写外形

首先，观察小动物(包括昆虫)的外形，一般是写小动物的静
态。在观察时，包括颜色、长相、个头都要如实写出来。其
次，要抓住特点，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写。三是按顺序：先
整体一再局部一最后整体。概括写整体，具体写局部，用总
分关系的句群。最后，为使描写更形象、具体，要展开丰富
的想象，恰当地运用比喻。特别要注意提醒小学
生“像——”、“犹如——”、“仿佛——”等喻词的使用。

2 写习性

写小动物，还要细心观察它们的动作、静态和生活习性，这
些是小动物的动态方面。例如写它们吃食物、嬉戏的样子，
相互追逐争斗的情形，如何筑巢、休息的情况，等等。

小动物也感情、情绪，这要靠小学生从它们的叫声和动作中，
用拟人的方法去体会和想象，这样就能写出小动物的性格，
显示出它们的活泼和可爱，实际上也就写出了小学生自己的
感情。

(三)怎样写植物



提起植物，小学生的脑海力会出现许多花草树木的样子，但
是要将平时熟悉的植物写成作文，很多同学却感到很难，有
的觉得无话可写，有的三言两语就写完了。怎样才能写好植
物呢?首先，写前要细心观察所写的植物，并做观察记录。观
察时，先看整体的形状(外形)特征;再看颜色、枝叶的细部特
征及生长环境，并把所看到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其次，安
排好写作顺序。

1 可以从整体到局部

先写植物的整体特征，再写它的局部特征。例如以主干、枝、
叶、花、果等为序，并突出写其中的一两部分。另外写的时
候，要求学生从各个角度去详细地描绘、刻画。例如描写树
叶，就写它们的形状、颜色和给人的感觉等;描写花，就写它
们的大小、香味、色彩、花期等，使人有如身临其境。

2 按照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观察

很多植物的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直至衰亡，每个时期的
形态各不相同的，所以，可以按照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观察。

3 写观察日记

可以用写观察日记的方法。来描述某种植物在一段时间里的
生长、发育情况。

4 以四时变化为序

很多植物在不同的季节里割据特色，所以，还可以其四时的
变换顺序。

5 托物抒怀，借物咏志

写植物，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外形和色彩的描写上，还应该在



文章中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例如，感悟人生的哲理、高尚
的道德情操、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等等。用这种方法，要借助
例文进行必要的指导，培养学生丰富的联想能力，在描摹植
物形态的同时，赋予它们一定的象征意义。

首先，景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景物指提供人观赏的
风景、建筑等;广义的景物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即自然环
境和身会环境。换句话说，记叙文中的景物描写是指对自然
风光、建筑物、动物、植物等事物的描写，所描写的景物在
文章里占重要位置，这是写景记叙文与写人记事的记叙文的
主要区别写人记事的记叙文中，有对自然环境和人物活动的
背景介绍、环境描写，但它们在文章中不是主要内容，是为
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为渲染气氛服务的。同
理，写景记叙文里也有写人叙事的内容，但都是为写景服务
的。

其次，写景记叙文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和人物感
情抒发表达出来的。作者可以在文章中直接抒发感情，即所
谓直抒胸臆，也可以通过写景表达出来，即所谓寓请于景;还
可以在景物描写中蕴涵自己的主观感受，即所谓情景交融。
要注意景物描写必须为人物的思想感情服务，与人物的思想
感情相一致，不能孤立地、无目的地写景。

怎样写好写景的记叙文?

(一)要写出有特色的景物

一般来说，景物是各有特色的。同样都是公园，但每个公园
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例如，北海公园的白塔、九龙壁、颐
和园的香阁、十七孔桥;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回音壁;紫竹院
公园的竹子;香山公园的红叶等。同样是山，我国的四大名山
各领风骚，独具特色。同样是水，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孕
育了中华文明数千载。或烟波浩渺、横无涯际;或奔腾咆哮、
气势磅礴。这些景色都以其特有的鲜明的特点闻名于世，只



有把它们的独特之处描绘出来，才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使人得到美的陶冶和享受。

(二)要学会观察

写景作文和看图作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观察作为写作的前
提。观察景物与观察图画不同，观察景物要确定观察点，也
就是观察景物的立足点。观察点不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不
同。宋代文学家苏轼有《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
于观赏庐山的角度不同，所看到的景象，所获得的感受也就
迥然不同了。

(三)要借助想象和联想

在写景的时候，如果只描写景物的外在特征是不够的，还要
写出景物的内在特征。而内在特征有时难以描绘，折旧需要
借助于想象和联想。即借助相关、相似，甚至相反的事物进
行类比，从而突出所写景物的特点。其中，联想是最大特点
是由此及彼，它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可以冲决空间的阻隔，
他可以使文章的思路开阔，让景物描写更形象、更感人，更
能出神入化地反映出景物的内在特征。例如李白的《望庐山
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运用
大胆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既写出了庐
山瀑布落差之大的特征，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研讨报告应该篇三

怎样写好相像作文

想象作文的“想”与“像”

想象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思考，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
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运用想象来写作，就是想



象作文。

想象要有创造性。有的作家把想象比作“思想上的野马”，
这强调了想象的无拘无束。没有创新，人家说什么我就说什
么的想象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把太阳叫做太阳公公是大
家都很熟悉的，这是一种想象，但如果把太阳比做一个孩子、
一个充满天真的孩子，这是不是想象呢？当然是，而且这是
更新颖的想象，更有创造意味的想象。

想象要合情合理。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想象要有主体特征。主体就是进行想象这种思维活动
的人。面对同样一种事物，孩子的想象和老人的想象是不同
的，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想象也会不尽相同，不同的生活阅历、
文化背景造成了这种差异。所以我们在练习写作时，不要强
迫自己去做与自己年龄、经历不谐调的想象。想象应该是自
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发展的。

第二，想象要有环境特征。想象要符合既定的时代和场景。
想象要有目的性。写想象作文不能像我们平日无事时随便想
想，也不能胡思乱想，而是要有一定的主题和目的性。

以上所讲的可概括为想象的两个方面：一是“想”，想就要
随心所欲，放开思路；一是“像”，想而不像，不如不想，
想象最终也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

想象常用的手法有联想、虚构、夸张、推理、假设、拟人等。
联想是从一种事物联系到另一种相似或相近事物的思维过程。
如看到鸟儿，想到了飞机；看到红花，想到了绿叶。联想是
想象的一个基本过程。虚构，也是一种想象。在想象作文中，
允许有虚构的情节在内。如《假如我是医生》、《明天的家》
等作文题目，本身就将作文定位在某种程度的虚构上面。虚
构一定要有情节上的合理之处，即在你所营造的这个环境中，
虚构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夸张是一种修辞手段，指为了加



深听者或读者的印象和加强语言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
容事物。上天揽月、下海摘星都是明显的夸张，但假如将它
们运用在科幻类想象作文中，就十分合适。假设是根据事实
提出的假定，也是想象的一种基本手段。

在想象作文中，想象成为写作的重要手段。整篇作文就是以
此为基础的。所以，想象的角度和内容也就需要格外慎重。
一是想象要有可延续性，这是作文写得下去的保证，想象过
于奇特，过于特别，就可能写不下去。想象的对象没有选择
好，想象的余地太小，文章也难以展开。二是想象要能够创
造出一定的形象和故事情节，想象要有情节的虚构、场景或
形象的塑造。场景的想象要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三是想象
要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既要创新，又要可信，四是在材
料型想象作文中，想象要符合材料所提供的依据。

研讨报告应该篇四

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关注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关注养
生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养生更是重中之重。
张同学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人。在学习和生活中，他总
结了自己的养生心得，下面就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第二段：养生之道

张同学认为，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饮食。他每天注重饮
食的规律性和平衡性，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高热量食品和零
食的摄入。此外，他还坚持每天喝充足的水，避免喝太多咖
啡和碳酸饮料，保证身体健康。

第三段：运动健身

张同学认为，养生也离不开运动。他每天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比如早晨起床后做几个伸展运动，或者在回家的路上走一段
路。周末的时候，他会去运动场或者健身房参加一些比较有



趣的活动，如游泳、打篮球等，保证身体的锻炼。

第四段：心理调节

张同学认为，养生还包括心理健康的调节。他觉得这一点很
重要，因为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他会利用
业余时间逛逛书店、逛逛公园，放松紧绷的神经，帮助自己
调整心态。

第五段：总结

在张同学看来，养生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
不断完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让自己的养生规律化，并在平时
尽量做到少熬夜，减少烟酒对身体的危害。张同学建议同学
们也要注意养生，把健康放在首位，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强健
的体魄，健康地成长。

研讨报告应该篇五

关于六年级写景作文400字(一)

夏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夏天。

大马路上，骑着自行车，悠闲地满街乱逛。一股股的热浪扑
面而来，钻进人们的心中。好一个夏天，足够的炎热啊。

夏天很热情，众所皆知。她的脾气古怪，人们也是知道的。

在家中，妈妈正在走廊上整理卫生。前一分钟，天空还是晴
朗的，万里无云。但后一分钟，豆大的雨点就砸落了下来。

“呀，下雨了。”妈妈见状，抱起了草席，赶忙放进了室内。

“哦?”坐在床边叠衣服的我抬起头，好奇地问道，“刚刚天



还不是晴着吗?”

“看来，天有不测风云说的就是夏天的天气啊。”我又喃喃
自语道。

夏天的雨，清爽，不需要掩饰。夏天的雨，流入心田，让人
难以忘怀……

关于六年级写景作文400字(二)

“在那金凤凰起飞的地方，是我们可爱的家乡……”每当我
听到这首歌，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是啊，三都真是一
个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特别是养育我们三都人民的
那条都柳江，为三都的风景锦上添花。

长长的都柳江让人一看便觉得心旷神怡，清澈见底的江水泛
着层层涟漪。夏天的午后，那涟漪上更是洒上了一层耀眼的
金黄。河畔上，到处都是圆滑的鹅卵石和翠绿的青草。薄薄
的一层草地，像是人工做的，毫无任何杂物插在其中。两岸
的风景，更是值得一提。

春天，柳树摇曳着她那柔柔的头发向人们打招呼，一些嫩绿
的芽儿想小宝宝，背柳叶包围着，从远处看，都是一些宝石
般的绿。夏天，蝉在初上没完没了地叫，小鸟在叽叽喳喳地
歌唱，就像一首美妙动听的歌谣。秋天，落叶纷飞，让人难
免有些伤感之情，真是有点“香山落叶”的意境。冬天，寒
风呼啸姜强的梅花仍然努力的开放，好似迎风起吭。

每次我加来了远亲，他们最想亲眼看到的，就是三都的都柳
江。有位叔叔说：“来三都不看都柳江的景，不触都柳江的
水，就等于白来了。”“在那金凤凰起飞的地方，是我们可
爱的家乡……”耳边又响起这熟悉的旋律。

关于六年级写景作文400字(三)



音箱的世界是一个其妙的世界，不同的音响会演奏出一种不
同的境界。这更是一种别样的享受，而我更喜欢倾听的是那
大自然中的雨落声。

每当下雨的时候，我总是会静静地趴在窗台上，在朦胧的寂
静中闭上眼睛，倾听雨水滴落人间那轻吟的一声“滴答”，
我知道，在接下来会上演一场难忘的视觉盛宴。

起先是一阵惊雷伴着闪电的光束划过乌云密布的天空，如同
一只欢快的鼓号队激情的演奏，一瞬间，小鱼珠纷纷跳跃下
来，来到人间嘻戏，雨声在四面八方回响，像调皮的小精灵
的歌唱从天而降。“沙沙沙”优美的音韵此起彼伏，“滴滴
答答”这是雨珠滚动在草丛里发出欢快的唱和声;“哗哗啦
啦”那是雨点掉进池塘时的歌唱，仿佛是对这场雨中的音乐
会的赞美!不知过了多久，雨停了，我也睁开了双眼。瞧，这
场雨中的音乐会给大地带来了明净…….

音箱的世界总是充满了奇妙的色彩，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享
受，我是多么感谢上帝，给了我一对会听的耳朵，让生活在
科技时代的我能听到大自然如此美妙的音韵。

关于六年级写景作文400字(四)

作为宏力学校的一名普通的学生，在我的眼里，学校就是我
的第二个家。在这里有我的欢笑，泪水和攻克了难题时的喜
悦。

走进校园，笔直的育英大道，位于学校的正中央。道路两旁
的银杏树矗立在那里，夏季，满是翠绿;秋季，满是金黄;冬
季，白色与灰褐色交相辉映。这，永远都是我们无聊时，瞥
向窗外的最惬意的景色。

每至春季，校园中总是一片嫩绿。在微风的吹拂下，嫩草微
微摇曳，为校园带来了生机，驱走了寒冬的阴霾，同学们个



个也都神清气爽，再没有冬季的死气沉沉。夏季，温暖的阳
光洒满窗台，光亮充满了教室，同学们都奋笔读书，为自己
心中的目标而努力。一丝微风吹进，为正在拼搏的我们带来
了点清凉。

图书馆里，有让我们畅游的书海;艺术楼中，有我们曼妙的舞
姿。操场上，那些田径队的队员们都在认真训练，汗水浸湿
了他们的衣裳。篮球场上，如同战场一般，篮球被打在地上，
“砰砰砰砰”。这些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他们，绽放着美
好青春最绚丽的光彩。

美丽的校园，温馨的校园，充满着爱的校园就是我们最温暖
的家。这个大家庭中，有着无数个兄弟姐妹，有着待我们如
同自己孩子一般的老师。这永远都是最值得怀念的，珍惜的。

宏力，这个我们放飞梦想的地方。

关于六年级写景作文400字(五)

我喜欢鸟语花香的春天，更喜欢瓜果遍地的秋天。

花园里的菊花，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红的似火，黄的
似金，白的似雪，朵朵傲霜吐艳，竟相开放，千姿百态，使
人惊讶不已。花园里还有桂花我远远闻去芬香扑鼻。花园里
除桂花还有山茶花，山茶花有的开放了，有的只开了一两瓣，
还有的只有一个花骨朵。

花园后面是几棵梧桐树，梧桐树上的叶子像蝴蝶一样在空中
翩翩起舞，叶子落在地上。我踩在叶子上，觉得软绵绵的，
像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梧桐树旁边是果园，葡萄茂密的枝叶像四面展开，就像搭起
了一个绿色的凉棚。葡萄架上挂满了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
红里透青，青里透亮，像颗颗的珍珠，亮晶晶的。那沉甸甸



的柿子，五个一群，三个一伙，头挨着头，脸对着脸，好象
在窃窃私语“小主人------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你已经把我
们给忘记了呢!”我微微一笑说：“我倒没有忘记你们哟。”
最令人垂涎三尺的是那黄灿灿的鸭梨，它的皮很薄、味甜、
汁多，吃起来好吃极了!

果园的前面是一片田地，田地里的茄子紫得发亮。南瓜挺起
来自己的“大肚皮”，像一个威武的大将军，白菜好象在田
地里睡大觉呢!

啊!秋天多美啊!我喜欢秋天!

研讨报告应该篇六

(一)要写出有特色的景物

一般来说，景物是各有特色的。同样都是公园，但每个公园
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例如，北海公园的白塔、九龙壁、颐
和园的香阁、十七孔桥;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回音壁;紫竹院
公园的竹子;香山公园的红叶等。同样是山，我国的四大名山
各领风骚，独具特色。同样是水，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孕
育了中华文明数千载。或烟波浩渺、横无涯际;或奔腾咆哮、
气势磅礴。这些景色都以其特有的鲜明的特点闻名于世，只
有把它们的独特之处描绘出来，才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使人得到美的陶冶和享受。

(二)要学会观察

写景作文和看图作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观察作为写作的前
提。观察景物与观察图画不同，观察景物要确定观察点，也
就是观察景物的立足点。观察点不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不
同。宋代文学家苏轼有《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
于观赏庐山的角度不同，所看到的景象，所获得的感受也就



迥然不同了.

(三)要借助想象和联想

在写景的时候，如果只描写景物的外在特征是不够的，还要
写出景物的内在特征。而内在特征有时难以描绘，这就需要
借助于想象和联想。即借助相关、相似，甚至相反的事物进
行类比，从而突出所写景物的特点。其中，联想的最大特点
是由此及彼，它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可以冲破空间的阻隔，
它可以使文章的思路开阔，让景物描写更形象、更感人，更
能出神入化地反映出景物的内在特征。例如李白的《望庐山
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运用
大胆的夸张和丰富的想象，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写出了庐山
瀑布落差之大的特征，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四)写景要抒情

写景，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更是作者主观感情的流露。
景是外在的，情是内在的，正所谓“情随物迁，辞以情发”。
景是情产生的基础，情是景的产物。因此，要求小学生不要
单纯写景，而是要借助景物，抒发一定的思想感情。当然，
这种感情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无病呻吟。

研讨报告应该篇七

千古意为本，立意直接关系到的选材、结构乃至的深度，是
作文成功的“命脉”。考场作文中，新颖的立意，独到的见
解，能给人心灵撞击，或给人思 想启迪。构思时，要围绕话
题从大处着想，进行多角度立意；要按住时代的脉搏，反映
时代的特点、风貌；还要有独创性，善于开掘、提出别人没
有提出过的真知灼 见。这样的作文才有创新意识，才会赢得
阅卷老师的青睐。

江苏盐城中考以“考题”为话题，一考生以“试卷人生”为



题，有机地将二者融为一体。他说：“人生如同一张空白试
卷，等着你用智慧去填写，用丰富的想象去描 绘……”“人
生的试卷有许多填空题、选择题和问答题，这些都是未知的，
有待你执人生之笔，为试卷涂上色彩，绘出你精彩的人
生。”立意新颖，深刻，又切题， 令人耳目一新。

二、表达真情

“为文者，情动而辞发”，是真情的流露。构思作文，要做
到以真情动人，越是亲身经历过体验过的生活，写在中往往
就越真实，越感动人。中考作文在构思过程中，要尽量从自
己的经历中筛选素材。

《我发现爸爸老了》是一篇优秀中考作文：“小时候，为了
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父亲将两条毛巾平铺在装
满秧苗的筐上，用那根我熟悉的扁担挑 着我，在泥泞的小路
上送走了我的童年。当时的父亲，身材魁梧，在村里是数一
数二的壮汉子。如今，父亲原先那嘹亮清脆的号子声已失去
昔日的雄壮，并且还夹杂 着几丝沙哑；原先油亮的黑发染上
了霜色；原先红润的面庞已渐渐变得土黄……”亲身的经历，
深刻的感受，写出来真切感人。

三、文题醒目

新颖别致、文采飞扬的标题，让人人赏心悦目。那么，怎样
给自己的拟一个好标题呢？

1.巧用修辞。巧用比喻、拟人、双关等修辞方法，可以增加
的美感，使显得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如《乌云过后是晴天》
（比喻），表现心绪落寞以后，生活重新变得愉悦而美好；
《倾听大自然母亲的心跳》（拟人），记叙回归自然，走向
生活的感受。

2.巧作引用。巧妙借用或改用一些名言警句、诗词佳句、流



行歌词等，会让文题显得深刻而有哲理，含蓄而不落俗套。如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记叙减负在校园引起的强烈反
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现海峡两岸同胞的骨
肉情深，抒发中秋节的思念之情。

四、开头精彩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写好了开头，也就留给了批
阅者“成功一半”的印象。

请看吉林省中考满分作文《感受孤独》的开头：“我不喜欢
雨季，但它还是来了。雨缠绵地下着，我躲在伞下，独自品
尝着雨季的苦涩。”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而且巧妙而含蓄
地点了题，并为全文奠定了基调。

再看作文《失恋》的开头：“看到这个题目，你一定很惊讶，
小小年纪就干起了这事，这还了得。别顾着生气，听我慢慢
道来。”下文接着写“我”与“借口”“失恋”的经过。开
头制造的悬念，引人入胜，精彩动人。

五、语言优美

作文是语言的艺术，一切优秀都可以说是语言艺术的精品。
因此，要为自己的增添亮色，就要努力锤炼语言，用优美的
语言去打动别人。什么样的语言才精 彩？经过自己的独特感
受，通过巧用修辞，活用俗语、成语、时尚用语，在字里行
间透出机智与哲理的语言。如一位学生在感悟母爱时写
道：“母亲是岁月的收藏 者，永远走在我的身后，悄无声息
地拾起我遗漏的心情和初始的纯真。”在考场作文中锤炼出
这么精彩的句子，大为增色。

六、布局精巧

的布局有法而无定法，考生可以根据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发



展。如小标题式、日记体式、剧本式、镜头组合式、问答式
等，都是有创新意义的结构，而且这种新框架有利于考场作
文获取高分。

如中考话题作文“水”，有个考生拟题“水祭”，很有创意
地以杜牧《清明》中的四句诗作为小标题。第一段以“清明
时节雨纷纷”为小标题，书写与春雨有关的种 种喜怒悲欢；
第二段以“路上行人欲断魂”为小标题，展现了旱灾肆虐的
荒年一杯水要卖1000元的拍卖会场面；第三段以“借问酒家
何处有”为小标题，通过李 白、苏轼的呼喊进一步渲染缺水
的悲哀；第四段以“牧童遥指杏花村”为小标题，描写了保
持着古朴之风的杏花村山清水秀的美景。生动的正反对比，
引发人们对珍 惜和改造水资源的深沉思考。

[怎样写好中考作文]

研讨报告应该篇八

同学们，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变万化，我们经历着四季的更迭。
我们生活的环境，时而鸟语花香、桃红柳绿、清新自然，时
而也会狂风暴雨、严寒酷暑、雷电交加……这便是我们的生
活，多姿而又多彩。在所有类型的文章中，写景的文章是很
多同学望而却步的，写什么景呢?从哪些角度去写景呢?怎样
才能写好景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探讨。

一、留心观察，及时积累

留心观察是第一步，平日里要留心身边的景物变化，可以写
一些观察日记，及时记录下自己的观察所得，这样到写的时
候就有素材了。可以从景物的形态、颜色、声音、变化等角
度去细致观察。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你会发现写作其实很
简单，就是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下来而已。每个
人的视角不一样，他写出的文章也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希望你拥有一双



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二、巧用修辞，适当想象

写景作文其实就像我们画画那样，需要有和谐的色彩、精巧
的构图、大胆的想象、还要适当地营造意境。我们在描写景
物的时候，可以巧妙地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这样会使景物
更加的可感可触，仿佛就展现在眼前一样。当然，如果在你
的作文里适当地运用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那样你的文章
会更加出彩，景色就会像人那样会思考、有情感了，文章也
会显得特别有气势。除了巧妙地使用修辞手法外，我们还可
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想象。想象的魅力是巨大的`，它能
让有限的空间变得无限大，会使你描写的景物变得更加立体
些。作为小学生的我们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不要害怕，拿起
你的笔把你的想象尽情地写下来吧!

三、夹叙夹议，情景交融

研讨报告应该篇九

这种作文也是暑假作文中很常用的一种形式。它就是把日常
生活中的某一侧面，通过有目的的，细致的观察，把它记下
来。可以写零碎的片断，不必讲究文章结构；也可以写得比
较完整，类似一篇记叙文。观察性作文可以提高观察能力，
养成观察习惯，还可以积累写作素材，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这也是最适合小学生的一种作文形式。

要写好观察性作文，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观察目的要明确。观察，有多种多样的目的，或为了积
累写作素材；或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或为了弄清楚某种“奥
秘”......只有目的明确，观察才有方向，才有重点。就是
观察同一对象，由于目的的不同，方法和角度就不同，结果
也就不一样。



（2）观察要全面细致。全面，就是要对事情发展的全过程，
事物构成的各部分，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观察清楚；
细致，就是要求观察深入、彻底，抓俗语事物的特点，规律
和本质。

（3）观察要持之以恒。观察事物难于一次完成的，需要反复
进行。这就要同学们有恒心。

（4）观察性作文的语言要准确。观察性作文有很强的科学性。
因此要求使用语言要准确，不能用“大概、差不多”这类似
是而非的词语。

参考资料：观察性作文素材

观察性作文例文

研讨报告应该篇十

怎样写好材料作文

在今年小学六年级语文的毕业模拟试题中，出现了很少接触
的材料作文。材料作文――对小学生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新的
作文题。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写这一类文章的方法，
帮助学生理清材料作文的结构或思路，成为了我这语文老师
面临的一大难题，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下，希望能找到对自己
有所帮助的资料。

在话题作文出现之前，材料作文是中考试卷中经常出现的一
种作文考查形式，在话题作文中，材料只是提出话题的背景，
材料与文章是一种疏远的关系;而材料作文中的材料则是作文
观点的重要载体，是写作内容选择和立意的依据，考生必须
从材料中提炼出一个观点进行写作，离开了材料就是离题，
文章与材料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由此可见，写作材料作文，
必须针对其“材料重要性”特点，采取有效的写作的策略，



才能更好地写出高质量的考场作文，具体来说要特别注意以
下三个方面。

一、读懂材料，全面把握

全面把握材料和理解材料，不可从某一局部入手，只抓住片
言只语不放，否则容易跑题。但是要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词语
或语句，深刻理解其本质意义，这对于把握材料的中心很有
帮助。

二、立意求准，力求新颖

材料作文也是“命意作文”，立意好坏直接影响到作文的深
刻与否和创新程度，因此，写材料作文，在读懂材料的基础
上，要尽量在立意上求准求新。

所谓求准，就是要把握住材料的内容，牢记主题必须从材料
中得来，切不可脱离材料，否则就容易写出失败之作。

所谓求新，就是要努力突破思维定势，超越一般人的惯常思
路，应该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能言，力争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在“新”字上下功夫，这样写成的文章
才有希望焕发出创造的光彩。

三、使用材料，恰当巧妙

在材料作文中，材料在文章中的使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问题。一般来说，引用材料有两种形式，即直接引用和间接
引用(化用)。根据文体的不同，使用材料也有不同，一般而
言，写成议论文，开头最好引述材料，以便更好地提出自己
的观点;其他文体也不能完全脱开材料，要在恰当的地方直接
和间接引用一下材料，否则容易造成于材料疏远的感觉。

【训练题目】



1、有一只老虎，看见曾打败过自己的水牛被农人吆喝着耕地，
便去问牛为什么怕农人，牛说因为人有“智慧”。老虎向农
人要求看看他的“智慧”。农人说把“智慧”忘在家里了，
可以去拿，但要先把老虎捆起来，免得他走后老虎把牛吃掉。
老虎听从了。农人回村叫来村民，把老虎装进铁笼，对老虎
说：“这就是‘智慧’”。

2、世界球王贝利喜得贵子，有记者贺道：“看他长得多壮实，
今后他一定会成为像你一样了不起的体育明星。”贝利听了
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他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
是绝不会有我这样的成就，因为他现在很富有，缺乏先天竞
争意识，而我小的时候却是非常贫穷的。”

3、美国康奈尔大家的教授三好威克做过一个实验，把几只蜜
蜂放进一个平放的瓶中，瓶底向光;蜜蜂们向着光亮不断碰壁，
最后停在光亮的一面，奄奄一息;然后在瓶子里换上几只苍蝇，
不到几分钟，所有的苍蝇都飞出去了。原因是它们多方尝
试――向上、向下、向光、背光，一方不通，立即改变方向，
虽然免不了多次碰壁，但最终总会飞向瓶颈，脱口而出。

4、当幼鹰到足够大的时候，鹰妈妈便把巢穴里松软的铺垫全
部扔出去，这样，幼鹰们就被树枝上的会刺扎到，不得不爬
到巢穴的边缘。而此时，鹰妈妈就把它们从巢穴的边缘赶下
去。当这些幼鹰开始坠向谷底时，它们就会拼命地拍打翅膀
来阻止自己继续下落。最后，它们的性命保住了，因为它们
掌握了作为一只鹰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本领--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