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分论点格式(实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一

1、拼搏是取得成功的法宝。

2、拼搏需要勇气和毅力。

3、拼搏是竟争的需要。

4、拼搏的黄金岁月是青春时代。

1、自尊是自强的支撑点。

2、自尊才能赢得他尊。

3、自尊不等于自傲。

4、自尊就应严于律己。

1、廉洁奉公能远离腐败。

2、廉洁奉公者能青史留名。

3、廉洁奉公对于经济建设十分重要。

4、廉洁奉公应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1、遵纪守法有利于安定团结。



2、慎独是遵纪有力保证。

3、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4、遵纪守法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诚实守信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2、诚实守信者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3、诚实守信是一种内在美。

4、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

1、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节俭是反腐倡廉的保证。

3、节俭是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4、节俭是致富之道。

1、去恶从善能净化社会风气。

2、去恶从善应从小事做起。

3、去恶从善应有明确的是非观。

4、去恶从善需要足够的勇气。

1、志节是自我激励的法宝。

2、志节是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的支柱。

3、志节能使人乐观向上。



4、志节是衡量人道德品德的一杆称。

1、助人为乐能加忆社会文明的进程。

2、乐于助人能享受快乐。

3、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乐于助人的人能得到社会的称颂。

1、尊老爱幼能使家庭更加和睦。

2、尊老爱幼能体现出个人的品德。

3、尊老爱幼重在理解和关爱。

4、尊老爱幼应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二

指豁出性命，进行激烈的搏斗。比喻尽最大的力量，极度的
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容国团

3、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1、贝多芬拼搏成长

大作曲家贝多芬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没能上学，十七岁时患
了伤寒和天花之后，肺病、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等又接
踵而至，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爱情上也屡遭挫折，在
这种境遇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在与生命



的顽强拼搏中，他的意志占了上风，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
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

2、司马迁写《史记》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三

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对的要坚持，错的要改正。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小错误抹杀他的成绩。

判断对错要有一定的标准。

有时失误也能带来成功的机会。

要勇于承认错误。

要善于改正错误。

即使没有人理解，也要坚持对的。

对和错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过犹不及，要把握对错之间的度。

1.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莎士比亚

2.一时强弱在于利，千秋胜负在于理。——曹禺

3.谬误的好处是一时的，真理的好处是永久的。——狄德罗

4.最令人痛苦的真理胜过最令人惬意的谬误。——别林斯基

5.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泰戈尔



6.我们今天所唾弃的谬误，很久以前却是真理。——惠蒂尔

7.说假话的人会得到这样的下场：他说真话，也没人相
信。——伊索

8.人的一生中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经常担心犯错
误。——哈伯德

9.假如你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之后，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对的。
——李政道

季羡林闻过必改——犯错要承认

1998年冬季，季羡林在《新民晚报》发表《漫谈皇帝》一文
说：“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官之手，对外面的
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
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1998年11月17日，著名学者钟叔河在《新民晚报》发表《陈
叔宝和司马衷》一文指出季羡林文章的错误：“老百姓断了
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
笑语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这两个皇帝年代相差多
年，中间还隔了东晋、宋、齐、梁、陈。”

钟叔河还在文章中说：“写随笔不必查书，误记一两人名是
难怪的。我自己在《记成都》文中，即曾把刘长卿的一首诗
误以为是刘禹锡作。写这则小文，只是对陈叔宝司马衷的事
感兴趣，借此谈上几句，凑凑热闹。”1998年12月28日，季
羡林接受采访时说：“我错了。”

可以说，这件事，钟叔河认真纠错而没有嘲讽，季羡林诚恳
认错而没有辩解，由此演绎出一段文坛佳话。

王安养鸟——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要当机立断



电脑名人王安博士声称，影响他一生的最大教训发生在他6岁
时。

有一天，王安走在树下，突然有个鸟巢掉在他的头上，从里
面滚出来一只小麻雀。他很喜欢它，于是连同鸟巢一起带回
了家。他走到门口，忽然想起妈妈不允许他在家里养小动物。
他只好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到门后，然后急步走进屋内，请求
妈妈的允许。

在他的哀求下，妈妈破例答应了他的请求。王安兴奋地跑到
门后，不料，小麻雀已经不见了，一只黑猫正意犹未尽地擦
拭着嘴巴。

从这件事，王安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只要自己认为对的
事情，不可优柔寡断，必须马上付诸行动。不能作决定的人，
固然没有做错事的机会，但也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史蒂芬·葛雷的故事——错误是学习新东西的机会

他回答：这都与他两岁时他母亲给他的经验有关。

有一次他尝试着从冰箱里拿一瓶牛奶，但瓶子很滑，他失手
让瓶子掉在地上，溅得满地都是——像一片牛奶海洋一样!

他的母亲到厨房来，并没有对他大呼小叫、教训他或惩罚他，
她说：“哇，你制造的混乱还真棒!我几乎没看过过这么大的
奶水坑。反正损害已经造成了，在我们清理它以前你要不要
在牛奶中玩几分钟?”

他的确这么做了。几分钟后，他的母亲说：“你知道，每次
当你制造这样的混乱时，最好你还是得把它清理干净，让物
归原处。所以，你想这么做吗?我们可以用一块海绵、一条毛
巾或一只拖把。你喜欢哪一种?”他选了海绵，于是他们一起
清理打翻了的牛奶。



他的母亲又说：“你知道，我们在如何有效地用两只小手拿
大牛奶瓶上已经做了个失败的实验。让我们到后院去，把瓶
子装满水，看看你是否可以拿得动它。”小男孩学到了，如
果他用双手抓住瓶子上端接近瓶嘴的地方，他就可以拿住它
不会掉。这堂课真棒!

这个知名的科学家说，那一刻他知道他不需要害怕错误。除
此以外，他还学到，错误只是学习新东西的机会，科学实验
也是如此。即使实验失败，我们还是会从中学到有价值的东
西。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四

1.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文天祥

2.要重返生活就须有所奉献。——高尔基

3.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泰戈尔

4.一个人总得慷慨一点，才配受人感谢。——托马斯·哈代

5.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悲哀。——布莱克

6.一生奉献于两个神明，即荣誉与英勇。——蒙森

7.我要做的只是以我微薄的绵力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
爱因斯坦

8.应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茨
巴尔

9.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托尔斯泰

10.小草，有时站在大山的头上，默默地，从不炫耀它自



己。——佚名

11.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做贡献。——白求恩

12.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丘吉尔

13.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易卜生

14.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
命。——泰戈尔

15.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鲁迅

16.世间最庄严的问题是：我能做什么好事?——佚名

17.太阳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永远消耗自己。——谚语

19.有财富而不用，从没有达到目的这个角度上一看。就等于
没有财富。——《五卷书》

20.我不会半心半意。我要么把整个心都献出来，要么就什么
也不给。——捷尔任斯基

21.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
面!——柔石

26.要找出来我值多少，那是别人的事情，主要的是能够献出
自己。——屠格涅夫

1、孔繁森的遗物：一是仅有的8.6元钱，二是他去世前4天写
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几条建议。

2、“抗洪英雄”高建成。

3、无私奉献永不变。1998年8月21日，全国劳动模范张霓向



南京市慈善总会捐赠了10000元。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这1这万元，是全国商界首家劳模公司——张霓实业有限公司
的第一笔业务收入，也是一家私营企业为了得到她的“首堂
授课权”的开价。在此之前，张霓已先后三次向市慈善总会、
全国慈善总会和市抗洪指挥部捐款共1400元。张霓要告诉大
家：“劳模无私奉献的本质永远不会变。”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五

2017以“勤奋”为论点的`议论文论据

1、达·芬奇画蛋(具体事件略)……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
素描，经过长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
的名画。

2、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乐府诗集》

3、天才来自于勤奋。爱迪生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他为了发
明电灯，阅读了大量资料，光笔记就有四万多页。他试验过
几千种物质，做了几万次实验，才发明电灯。

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徐特立

5、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6、王羲之与“墨池”王羲之是东晋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坚
持练字，练完后就在家边的一口池塘里洗笔。这样日复一日，
竟将整口池塘的水染成了黑色，像墨一般。于是人们把这口
池塘叫作“墨池”，也叫“洗砚池”。

7、(反例)方仲永就是因为没有勤奋学习从天才变成一个平庸
的人。

8、司马迁从42岁时开始写《史记》，到60岁完成，历时。如



果把他20岁后后收集史料、实地采访等工作加在一起，这部
《史记》花费了他整整40年时间。

9、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韩愈

10、“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
了工作上的。”——鲁迅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六

议论文分论点常常从“类——是什么”“谁——对
象”“因——为什么”“果——会怎样”“法——怎么做”
等五个方面分析。要求：扣得住、分得开、排得顺。

1、扣得住——所列的'几个分论点应从同一角度回答同一问
题，以免造成逻辑混乱。不能一个从“类”的角度，一个
从“果”的角度。

2、分得开——分论点之间界限清楚，不互相交叉重叠，没有
包容关系。这样能够使作文内容更充实。

3、排得顺——分论点先后顺序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例如：
过去——现在——未来，人——集体——国家，物——人，
自己——他人——社会。

拆分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分论点不宜过多，两三个、三四个即可，他们的内涵要与
中心论点有本质的联系，把分论点内容总合起来要能揭示中
心论点的基本方面和基本内涵。

2、分论点应从统一分类标准划分，他们之间在内容上不能重
复和交叉。



3、分论点之间有时是并列关系，有时是递进关系，其排列应
符合一定的逻辑顺序，不可随意放置。

4、分论点最要好以首括句形式放在段首，首句标目，段意明
晰；各个分论点的句式如能一致更好，如不能一致，不必强
求。

5、分论点的语言要精练，一般控制在15—30字之间。

6、分论点的表述要尽量紧扣中心论点的关键字眼，以保证每
一段都扣题。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七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能吃到好多好吃的零食。然而，对于今天
而言，最最幸福的事却是吃了很多零食后，你能给我一杯水!

看到桌面上形状各异、惹人喜爱的小食品，有松脆的洋葱卷;
有嘎嘣脆的薯片;还有酥脆的小小酥……这时我嘴里的口水已
经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肚子也已经不耐烦地咕咕叫。心里
开始急促的呼喊：美味的零食，快到我的肚子里来吧!我可忍
不住啦!我时刻把我的目光投向桌上那堆诱人的零食。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了!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我先抓起一把薯片，
直接塞进了我的大嘴里。还没等我吞下前一波食物后，又一
波进来了。我的嘴巴真像一个吞食食品的黑洞。瞧瞧身边的
小伙伴，一个个也吃的津津有味。平时，家里很少有零食，
妈妈说很多零食是垃圾食品，要少吃，不然对我们的身体有
很大伤害。可是当看见它们摆在眼前，还是忍不住放开肚皮
吃个够。

不知不觉，十分钟过去了。我已经吃了几十片薯片，许多洋
葱卷，还有好多的虾条……忽然，我一阵难受，大叫了起来：
“我好想喝水呀，我都快渴死了!”接着旁边传来更多的声音，



“嘴巴都干死啦!”“不行，我要喝水!”“那怕再给我一点
儿渣，我也不要吃啦，以后我再也不吃薯片了了。”……大
家的反应令人吃惊吧，刚刚还吃得欢呢。这时望也不再望一
那堆吃剩的零食了。只听咕咚吱咚大家捧着杯子一饮而尽，
一副副畅快淋漓的样子。

水是生命之源!任何东西都不比水重要。我们可能三个星期不
吃饭会饿死，但是我们若三天不喝水，就会被渴死。虽然零
食很好吃，不过到最后我们最最想要的还是那杯平淡的白开
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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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论点格式篇八

巍巍呼高山，汤汤乎流水。飞涧旁这段以诚相待，曲论相和
的一瞬定格为千古佳话。知音难求，伯牙奏琴为子期，摔琴
亦为子期。这情意如何不令人感动。而今，披肝沥胆的知音
再也难觅。只缘人们拥有的纯洁太少。没有水的纯净，没有
透明敞开的胸怀，着世间就无真诚可言。何不收其虚伪，展
示真诚。



看着这透明如水晶的水，我们那颗被世俗之尘掩埋得太久的
心，怎能没有冲见天日呼吸真诚的冲动。拥抱纯真，拥抱真
诚，去成就一段马克思恩格斯般高尚的友谊，去结交一位誓
友，莫逆，忘年，只要心相知，手相牵，意相同。

水教人真诚，正如叶尖那滴雨露，透明纯洁，折射出太阳的
光芒。

天下之柔莫过于水。昼夜不舍的滴坠去赋予水无穷的力量。
因渺小而被忽视，因忽视而暗中积攒着力量，直到将万年磐
石一点点磨蚀，在世人惊叹的注目中有了穿石的壮举。 明白
了持之以恒，竺可桢数十年如一日，观察记录天气情况，终
成举世著名的.气象学家，懂得了锲而不舍，贝多芬在静寂的
世界中，用心灵演奏了命运交响曲的豪壮，有了水刚柔相济
的力量，这世上多了几份执着，几份坚持。

水教人执着，正如那穿石得滴水，下坠，下坠，最终拥有成
功的欢悦。

论文分论点格式篇九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技不在多，有专则名。正如《庖丁解
牛》中的庖丁，凭其高超的技艺，为庄子所肯定，为世人所
赞叹。

庖丁解牛的技术不是天生就有的，它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看，庖丁最初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也和常人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三年后，庆幸我就大不相
同了，“未尝见全牛”“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一把
刀用了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足见庖丁解牛技术
之高明。庖丁正是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长期的摸索，反复
的实践，去了解牛的复杂结构，不满足于技艺，不断追求到
达更高的境界。



庖丁的技艺之所以如此高超，与他善于钻研，刻苦练习解牛
技术，勤于实践，勇于探索解牛的规律是分不开的。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解牛工作是枯燥无味的，在这一过程中有的
人选择了离开，有的人虽然在坚持，可也只是杀牛，换刀。
庖丁十几年来解牛无数，但面对每一次的任务，他都认真对
待每一个步骤与细节，所以才能圆满的完成任务。庖丁在解
牛时抓住了事物的精髓所在，既省力又高效。这说明了按照
事物本身的规律办事，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仅能把事情办得
又快又好，而且也能够把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解牛需要找出其中的规律，在现实生活中，做其他的事又何
尝不是如此呢?任何事物都有一般的和特殊的规律，不管是一
般的还是特殊的只要找出这种规律，并且掌握它，再去办这
一类事物或者去认识与之类似的就容易多了。然而寻找规律
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庖丁从“所见无非牛者”到目无全牛，
历时三年，解牛无数，这才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这说明，
要掌握事物的规律必须通过大量练习，反复实践，从而积累
经验，方能找出规律，正所谓熟能生巧。

由《庖丁解牛》我想到了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所面对
的困难和问题就像庖丁所面对的牛，硬骨头一定会有，难解
之处一定会有，怎么办呢？我们要像庖丁一样，善于学习，
善于动脑，善于总结，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漂漂亮亮，潇
洒自如的解决问题，只有这样自己手中的刀才能永远锋利无
比，十年而丝毫不损。

古人云：“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不成心专一事，决
不能达成一志”只有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的学习，专注于学
习，学业才会有所成长。虽然很多时候提升自己过程是很枯
燥并且艰难的，但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受，把学习当
做是探险，去发现美，攫取美，去体验学习过程所包含的成
功以及快乐，就能使我们丰富内在的自我，实现完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