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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学任何本领，“有兴趣”是出发点。学作文尤其是这样。“作文难，作文

难，一提作文心就烦”的人，是入不了作文大门的。

你是一位学生吗？怎样才能学好作文呢？喜欢它！开动脑筋，勤学苦

练，比别人走得苦些、快些，自然早早儿入了门。这时候，乐在其中。

您是一位老师吗？怎样才能教好作文呢？喜欢它！认真备课，刻苦钻

研，也能尽早解决教者的 “入门”问题。得法者事半功倍。

您是一位家长吗？怎样才能辅导好自己孩子的作文呢？还是喜欢它！别

从不过问，别包办代替。本书一些小招数，可供你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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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词练习起步

做组词练习也能帮助作文吗？是的。组词练习能提高我们的作文选材能

力。下面，我结合实例来说一说。

一、分数一个样，能力有高低

一次语文小测验，有一道题，要求学生用 “文”字组两个词。王萌和小

强分别写道：

王萌———语文、作文

小强———文学、散文

老师评卷时，判定两人答案都正确。两人得分相同，但评论两人的能

力，大家一看便知。王萌写的两个词都是眼前明摆着的，不费什么脑筋；小

强写的两个词则费了一番脑筋。通过组词练习，可以锻炼学生的选材能力。

二、组词内容要与众不同

作文材料，贵在 “我写的内容应该与别人的不一样”。课堂上，我经常

通过组词练习使学生明白这个道理。例如：有一次，我板书一个音节

“ｊｉàｎ”，要求学生写出一个相应的字，并用它组词。

我带头写出 “见，看见”，同学们踊跃举手。我说：“请注意，大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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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与词，必须与众不同。”霎时，黑板前排起了队，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写，

五分钟后，一堆词语出现了：

ｊｉàｎ———见，看见；建，建设；件，事件；健，健美；键，关键；

渐，逐渐；舰，军舰；溅，飞溅；剑，宝剑；箭，弓箭；涧，山涧；

间，间谍；践，实践；荐，推荐……

“别人写的我不写”，这才叫会选材呢。

在造句中锻炼

上面，我给同学们谈了组词练习。现在，我们说说通过造句来锻炼自己

的选材能力。

一、造句与作文的关系

造句与作文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１．造句和作文都是用笔写话。只不过造句是写一句话，而作文则是写

一篇话，它们用的都是书面语言。

２．造句和作文都面临 “我写什么”的难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造句是

作文的前提。通过造句帮助同学们进一步学好作文。

二、造句有什么要求

造的句子对不对，好不好，很有讲究。下面，我们看一些实例，通过例

子来认识造句的基本要求。

如：有个学生用 “情不自禁”造句。

情不自禁———爸爸把大沙发买回来了，爷爷坐上去，情不自禁地

说：“真不错，这比故宫里的大龙椅舒服多啦！”

这个句子造得好，理由有五个：

１．题目理解得好。什么叫 “情不自禁”，他是真的懂了。

２



２．内容选择好。买沙发，夸沙发，这个镜头是他用心选择的。内容真

实、新鲜，自家的事别人不知道啊！

３．没有丢掉题目。有的同学造句，内容不错，可惜把 “情不自禁”丢

掉了。他呢，准确地用上了这个词。

４．句子结构完整。这句话的主语是 “爷爷”。他干什么呢？坐沙发，夸

沙发。整个句子主谓齐全，完整无缺。

５．字与标点正确。一个句子，若用错一两个字或标点，那就不完美了。

他写的每个字和标点都对。很好！

符合这五个条件，才算造了正确的句子。

三、写什么内容最好

刚才结合 “情不自禁”这个句子，说了造句的五个要求。这五条，难易

程度不同，但是难不住大家。题目，不难懂；认真些，丢不了；不偷懒，结

构不会错；用心查，字、词和标点都能对。唯有第二条———内容，使不少人

为难。作文时，内容写什么就叫选材，有些同学常为写什么发愁。试想，这

个小小的句子，都被选材难住，作文时不发愁才怪呢。大家说，是这样吧？

【思考题】造个句子要符合什么条件？哪一条最重要？它与作文有什么

关系？

看谁造句好

同学们，上面我们谈了造句的五个基本条件，那么有同学可能要问：

“到底什么样的句子才算是好的呢？”

一、造句不是越短越好

有个叫小强的同学说： “句子造得短，一是省时间，二是错别字少。”

请看他的句子：

３



　　 　　

王老师谈破解作文难题

将来———我将来要当个公安局局长。

应该———我们应该天天戴红领巾。

小强同学的句子，词理解得对，主谓语齐全，我给他打了个小小的对

勾。为什么？因为别人的句子比他的好。

将来———爷爷是全国著名的老中医，他希望我将来考入中医学院，

继承祖业，做一名受人欢迎的好大夫。

应该———奶奶对爸爸说：“这个月省下几百块钱，我们应该把它寄

到西部地区，赞助两个贫困孩子上学。”

不比不知道，一比开了窍。我对小强说：“论分数，你和人家一样；论

选材能力，你呀，比人家差一大截呢！”

小强服气地点了点头。

二、不是挑熟悉的事写就好

小强造句爱省事，他说： “造句，不用那么费脑筋，专挑熟悉的事写，

特省事。”请看他的句子。

一……就……———每天放学一到家，我就立刻做功课。

一边……一边……———晚上，我一边休息，一边看电视。

看，写这样的内容，真够省事的。可多数同学却抛开眼前最常用的材

料，开动脑筋，选择新鲜的内容写。例如：

一……就……———不管是哪天，我一发现值日生里有谁因病没到，

就立刻拿起笤帚，把教室打扫干净。

一边……一边……———在商场的服装专柜，售货员阿姨一边帮我妈

妈试衣服，一边说：“真合身，这衣服就是给您做的！”

一周后，小强给我送来这么一个句子：

终于———在医生的认真治疗下，在护士的精心照料下，奶奶的病好

了，终于自己走出了医院。

看过以后，我说：“很好！句子选材内容与别人不一样，这才能取得优

异成绩。”

【思考题】再读一读那些句子，想一想为什么说做造句作业对选材有帮助。

４



谁的句子写得全

课后，三个二年级同学找到我，说是问问看图写话的事。他们打开自己

的作业本，说：“我们就是照这幅图写的句子。”（下图）我接过作业本，对

照这幅图边看边评论。

１．我们几个人跳绳呢。（方京）

这个句子有主人———我们。我们在干什么呢？———跳绳。是个正确的句

子。可惜的是，没写明是在什么时候跳的。

２．下课了，我们几个人进行跳绳比赛。（赵小娟）

好多了，有了时间，可惜还缺少地点。

３．课间，我们几个人在操场大树下进行跳绳比赛。（吴涛）

嗯，这句写得最全。请你们记住：开始练习看图写句子，就得把图的主

要内容———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看明白，才能写出像吴涛这样的句

子。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四方面的句子，我们习惯叫它 “四素句”。

看图写句子，谁能写出这样的 “四素句”，谁的能力就是最强的。

５



　　 　　

王老师谈破解作文难题

谁的句子写得好

今天课后，三个小同学又来了。

“上次我们讨论的写 ‘四素句’，还记得是怎么一回事吗？”

“‘四素句’，就是在一个句子里，把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都写全。”

“说得对。请大家看看这幅图，谁能说一个 ‘四素’俱全的句子？”

“放学后，小冬赶忙到后院喂小鸡。”

这是个完整的 “四素句”。

“谁能观察得细一些，加一个形容词，把这个句子写得更好一些呢？”

一会儿，三个同学就把句子写出来了：

１．放学后，小冬赶忙来到后院，喂那群可爱的小鸡。（方京）

２．一天下午，小敏拿着盆来到院里，把金黄色的小米撒给身边的

那些小鸡。（赵小娟）

３．晚饭前，那群活泼的小鸡见小主人拿着米盆出来了，一下子都

跑到她身边。（吴涛）

三个人写得这么认真，真叫人高兴！ “可爱的”、 “金黄色的”、 “活泼

的”，这些形容词用得合适。尤其是吴涛的句子，以那群小鸡为句子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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