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基础数学知识点 高中散文写作基础
知识(优秀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中基础数学知识点篇一

其次，要认清散文的写作特点。散文是一种内容丰富、题材
广泛、篇幅短小、体裁多样、形式灵活、文情并茂的文体。

在写作上，它有以下六个特点：

(一)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散文的内容涉及自然万物、各色人
等、古今中外、政事私情……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
的。可以写国内外和社会上的矛盾、斗争，写经济建设，写
文艺论争，写伦理道德，也可以写文艺随笔，读书笔记，日
记书简;既可以是风土人物志、游记和偶感录，也可以是知识
小品、文坛轶事;它能够谈天说地，更可以抒情写趣。凡是能
给人以思想启迪、美的感受、情操的陶治，使人开阔视野，
丰富知识，心旷神怡的，都可选作散文的题材。

(二)思想警辟，诗意盎然散文多是真情实感的产物，那些优
秀的篇章，都有思想火花的闪耀，表现着作者对时代和人生
的深刻认识与精辟见解。

(三)短小精悍，自由灵活有人称散文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
兵”，就是因为它具有篇章短小精悍、形式灵活自由的特点。

(五)直抒胸臆，自具风格文学作品都是带有感情的，但小说、



戏剧的作者，往往把自己强烈的感情倾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上，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对人物的爱憎褒贬，一般是通过间
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散文则不一样，它常常象诗歌一样，
每每用直接抒情的方式抒写胸臆，不仅使读者知其理、晓其
事，而且悟其心、感其情，因此，散文要求作者写真情实感。
真情是散文的生命，只有直抒胸臆，把真情实感捧给读者，
才会赢得读者的喜爱。作家贾平凹在回答“散文创作要不要
绝对真实”的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争论很多，又都没有一
定结论。我个人的体会，还是倾向于‘绝对真实’四个字。
所谓真实，主要是指在感情以及运用环境和事件上。古人写
的散文，题材也是很广泛的，但古人写散文，都是有感而发。
今人写散文，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为写而写的现象，所以在
绝对真实问题上就出现了所谓‘理论与实践上的不一致。’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散文就写得不那么成功了。

可以说，散文笔调一方面表现在它的行文灵活自如，另一方
面则表现在它十分讲究文采。散文的文采不仅有华丽的，而
且有朴素的。

高中基础数学知识点篇二

通常我们小学阶段小学生所写的文章以记述文为主及简单的
应用文。小学生作文的基本文体通常分成六大类：写人、写
事、状物、想象、应用文。

1、写人：写人要写“真实”，讲“真话”，育“真人”。可
以自由选材与立意，写人要写出人物的个性与特点，写得人
物要神气活现。

2、写事：写事要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与结
果。写清楚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按事情发生过程写清楚。

3、写景：写景文章要写清对象的主要特征、形状、颜色、声
音、动态、静态等特征。写景一定要表达感情，要注意描写



对象顺序、层次、重点、景物间关系。

4、状物：状物分为动物、植物、静物三类。状物文章要注意
观察，观察要细致，状物文章必须按一定顺序、层次写清楚。

5、想象：想象作文关键就在于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可以根据
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这件事物想象到另一件事物，从事物某
一点想到事物其他方面，联想事物的过去与未来。

6、应用文：应用文与生活、社会联系紧密，格式、行为习惯
更有规定。格式包括：书写要求、行款式样、结构、习惯用
语、称谓和签署、简明得体、规范。同时要注意环境、时间、
地点、场合、对象及表达方式。

高中基础数学知识点篇三

话题作文它不同于以前的半命题、命题及材料作文，是一种
崭新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作文样式，下面是关于话题作文
的写作基础，一起来学习下吧：

一、从话题的另一意义的角度切入

许多话题都具有多义性，如果只盯住其本义或其常用义，则
构思很难出新，写出的作文虽不跑题但也显得一般化，撇开
其本义或常见义，转而从其引申义或其比喻义的角度切入，
构思就会有新意。如以“水”为话题，如果从自然界
之“水”这个意思层面上去理解，把“水”当成名词，则构
思很难出新；若把“水”理解成形容词，如“这个人很水”，
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水”的意思，则其拟题、行文都会很有
新意。

二、从缩小话题内涵的角度切入

有许多话题的意思非常宽泛，如果给话题加上一些限制语或



修饰语，便缩小了话题的内涵，有利于出新出奇。如以“第
一次”为话题，缩小内涵才有利于构思选材，但是添加的限
制语或修饰语，必须避开大家都在写的这一误区，要从自己
的材料库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人、事、景、物着手。

三、从话题的'逆向思维角度切入

围绕话题，自我多方设问，多方求答，用以开启思维，立意
选材，这是众多学生的一般作法。但是，大多数人只知道沿
着话题正向发问，很少有逆向发问的。如以“尊重”为话题，
可以提出“何为尊重”、“谁尊重谁”、“为什么要尊重”、
“谁可做尊重或被他人尊重的典范”等问题，这些都是从正
面发问，没能跳出常规思维的圈子；如果从“逆向”角度思
考发问，“为什么谁不尊重谁”、“不尊重他人好不好，为
什么”、“不尊重的事例或现象有哪些”、“怎样消除不尊
重现象”等，这般的提问思考，就使文章的构思、选材步入
了新境。

四、从话题的另一时空的角度切入

围绕话题，写自己经历的事，写自己身边的事，从家庭、社
会、学校这几个范围立意选材，也没什么不好，这都是从话
题的“现实角度”构思的，如果能从话题的“过去”或“未
来”的角度构思，只要联想、想象或幻想的人、事、景、物
合乎情理，不管写的是话题的“过去”还是“未来”，只要
能含蓄、曲折地反映话题的“现实时空”，便能写出颇具新
意的作文来。如以“初三生活”为话题，大多数人可能都会
写自己或同龄人的初三生活，但是如果从过去或未来的角度
出发，比如写爷爷、奶奶的初三生活或几十年以后自己子孙
的初三生活，只要合乎情理，那都是非常有新意的作文。

高中基础数学知识点篇四

1、正确，有针对性



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正确与否是评价文章好坏的根本依据。
话题或材料作文的立意一定要合乎题目要求，切题才算真正
的正确。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和感情要健康、积极向上。此
外，还要有针对性。选取人们最感兴趣的、最能反映人们思
想感情的作为主题，文章才能最大限度地激起反响。

2、思想要深刻

意不仅新，还要力求深刻。这就要求我们能够透过事物的现
象去挖掘其内在的本质，思考出对人生，对社会有意义和价
值的东西，能在一般人认识上再进一步，能发现别人没有发
现的那一点，并能给人以启示。初中学生写作，在立意上难
以深入，原因往往就在于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开掘。所谓开
掘就是深入思索，挖出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来。

3、立意要新颖

如果文章主题一般化，不新颖，大家都雷同，就难以写出好
文章，所以立意要新颖。好文章的'立意应该是“从意中所有，
从语中所无”。也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大家
未能表达出来，让你给写出来了，这就是新颖，这就是独创。

立意的独创性并非凭空而来，也不可随意杜撰，它是从生活
中来的。只要平时注意观察和体验周围的生活，善于从常见
的事物中认识到新的东西，领略到新的涵义，写文章就能出
新意。不能看到生活一点现象就拿起来涂涂抹抹，而是在观
察和研究生活现象的基础上独辟蹊径，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
发现。而立意做到新颖巧妙，才能在生活的激流中吸取新思
想，获得新感受。

4、简明集中

就立意而言，简明、集中是对主题的要求。相反，主题分散
想面面俱到，却面面不到，是立意之大忌。要做到“简明”，



就需要高度的概括力。思维不进行概括，表象就无法升华为
本质，认识就无法实现理性的飞跃，思想就不可能达到简明、
集中了。

“简明”要求思想内容上单一集中。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写
得深刻，给人以鲜明突出的印象。

总之，好的立意就是文章成功的一半。让我们指导学生作文
前围绕上述几点来考虑主题，定能写出思想发光的好文章来。

高中基础数学知识点篇五

1.辨析不清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概念的内涵和三者
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位世袭制是夏朝建立后开始的一种王位继承制度，体现了
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的特点，存在于中国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才得以结束。

2.对商周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认识理解错误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宗法制为核心形成了王
位世袭制、分封制、宗法制三者互为表里、紧密结合的等级
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族权和政权、王权和神权相结合具
有浓厚宗族色彩的政治制度。

3.不能区别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概念

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封建专制主义是一
种决策方式，主要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
要特征上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
策到行使军、政、财权等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而中央集权是一种相对于地方分权的制度，其特点是地方政



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
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4.对古代三省六部制的发展演变理解不到位

(1)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三省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
省、尚书省。唐代形成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三
省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
刑、工等六部。三省长官为宰相，相互牵制，三省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与牵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尚书省是中
央最高行政机构。

(3)元代只保留中书省，取代以前的三省，上承天子，下总百
官，是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长官行使宰相职权。明初沿用
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统辖六部管理全国行政事务。明洪武十
三年(1380)罢中书省和丞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自此，
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之制，君主专制得以进一步加强。

5.对军机处的职能认识理解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