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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叶圣陶先生说 ,“作文是各种学习成绩、 各项课外活动的经验以及平时

思想品德的综合表现”。因此，作文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智力活动。它不仅要

有生活的积累，有思想的提炼，有情感的流露，还要有一定的表达方式、方法

和技巧。

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 我就发现， 作文在小学阶段是语文教学的难

点。一提起作文，老师发愁（不知如何教），学生头疼（不知如何写），家长心烦

（不知怎样指导）。作文课上，大多数老师念完例文就让学生依葫芦画瓢照例

文仿写，学生习作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还有一些学生甚至咬半天笔杆也写

不出一个字来。 在二十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我更发现了一个问题：所有

成绩上不去的学生，都写不好甚至“不会”写作文。真可谓“作文难，难于上青

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小学语文教材针对作文教学方面的内容太少，教师“难为无米之

炊”；其次，繁重的课业教学负担，让师生忙于完成任务，应付考试，教师无力

顾及作文教学和对作文教改探究不够，不敢有大的行动；第三，作文教学方

法多枯燥无味让教师惰教，学生惰学；第四，教师对作文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不足；第五，教师自身对作文教学缺乏经验和技术能力；第六，作文教学缺少

一个良好的环境（现在很多学校怕麻烦，怕出危险，怕担责任。 实行不春游，

不出操，不开运动会。 ）学生失去了生活体验的机会，写作文只能闭门造车；



第七，学生沉迷于各种网络游戏，电视动漫，从而害怕读书，懒惰读书，写作

文喜欢东拼西凑，写出的作文缺乏个人的思想和真情实感，为作文而作文。

针对以上问题，我对作文教学进行了潜心钻研和探讨，试图寻找一种老

师便于教，学生便于学并能快速提高写作能力的方法。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

作文教学的资料，学习各路名家的作文教学方法，我总结出一套快速作文

教学模式，并在课堂进行实践。 我发现，对于初学作文的孩子们来说，具体

的一些写作方法指导，无异于大海中一叶迷航的小舟忽然看到一盏明亮的

灯塔，心中一下有了方向，作文提高很快。

后来，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聘任我担任“文学阅读与写作”的辅导

老师，这一聘就是八年。 八年来，我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套教学方法，并用于

课堂实践，先后培训辅导学生人数达一千多人次，不少学生通过辅导写出

的作文在国家正式刊物发表获奖，大部分学生不再害怕写作文，语文成绩

有明显提高，这套模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可。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套系统全面的学写作文的指导材料， 让更多的孩

子能够随心组织语言、自由运用语言、充分表达语言，以此提高作文能力，奠

定成功人生的基础,我经过一年多的编辑整理，终于编出了这本册子。 但因

本人能力和水平有限，加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瑕疵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望

包涵，并恭听批评和意见。

如果，这本书真能给老师、家长和孩子们一些帮助，那我将甚感欣慰！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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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理论篇

第一课 作文原理

一、什么是作文

作文，是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

的工具。《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卷》说：“作文是学生把记忆中所存储的有关知

识、经验和思想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即从

经过压缩的、简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语言，向开展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

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语言形式的转化。 ”简言之，作文就是用语言文字把我们

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接触到的事物生动地再现出来。

作文是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思考力和记忆力的重要手段。

第一单元 理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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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要写作文

1.%心灵需要

我们为什么要说话？ 为什么要有音乐？ 为什么要写歌？ 我们或许是想告诉

别人一些什么，或许是想表达一种感情，或许是想留下一种美，也或许是想表明

一种思想，总之就是想写。 无论是屈原悲愤写《离骚》，杜甫失意作《春望》，还是

蒲松龄苦闷著《聊斋》，曹雪芹血泪述《红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出来

心里就感到舒服痛快。 所以，写作是一种心灵的释放。

2.%交流需要

人是社会动物，他离不开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各不

相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需要一种工具，语言就是最好的交流工具，我们只有通

过这种工具，把我们内部的语言（思想语言）转换成外部语言（文字语言），才能

有人理解接受认同我们的心理想法。 这就需要写作。

3.%社会需要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来理解，就是我们有所

思、所感，不形成文字，就不能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反之，把所思、所感，写下

来，就能打破空间的限制，让千里以外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并打破时间的限制，

让千百年后的人都知道。 所以说，文以载道，文字是传承文明的载体，书籍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

4.%升学需要

近几年，高考出现满分作文破格录取热潮，仅 2010年，全国知名重点大学

就从高考满分作文中破格录取五十多名学生。 满分作文考生成为高考大军中

的香饽饽。 名校为何如此青睐满分作文考生，一位从教四十多年的招生老师一

语道破天机：“当今社会最稀缺的是全面统筹、思维敏捷、表达能力强的领导人

才，而作文恰恰锻炼和反映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思维见解和表达能力。 ”

很多家长表示，原来认为作文并不是很重要，现在发现作文占的比重太大，

中高考竟然占到六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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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教育专家表示：作文不仅决定孩子分数、能否考个好学校，更重要的是

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作文影响孩子一生的命

运。

5.%工作需要

无论是个人的述职报告，单位的工作总结，企业的项目计划，政府的发展纲

要；还是一次竞职演讲，一份会议讲话，一个调查报告，一项整改计划；甚至一个

申请，一份合同，一个通知，一份信函等等都离不开作文。 据媒体报道：现在很

多用人单位选拔人才不再看你手中的文凭，而是看你的文章有没有独到的见解

和创新。 可谓生活中处处皆学问，事事需作文。 古人云，武将靠的一支枪，文职

靠的一支笔，这里的一支笔其实就是一手好文章。

三、一篇优秀作文的标准

有一位老师问我：“早听说你教作文有一套方法，请问，怎么样的一篇作文

才算好作文？ ”

“自然流露！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自然流露……？ ”这位老师好像对我的回答有些疑惑。

我便认真地说：“万物皆有规律，一切顺其自然。 自然就是美，而且是一种

真实的美，一种纯正的美，一种灵性的美，一种不含杂质的美！ ”

“这似乎有些深奥，你说说作文方面吧？ ”

“就作文而言，其实就是一个人心灵活动和情感的流露。 写作，只是对这些

活动和这种流露进行了记录整理。 一个人，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所见所闻，所感

所想，真诚自然地流露出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所说的‘我手写我心！ ’‘我手

写我口！ ’就是这个道理，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说就怎么写。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文字简洁明快，浅显易

懂，却成了千古名句，和这首诗有同样风格的还有白居易的《草》，‘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 2006年第 5期《飞天》上发表的组

诗《金子、太阳、鲜血》，诗中的主人公全来自我在报纸电视新闻里看到的感人事

第一单元 理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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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包括我们的女教师殷雪梅），当时我就泪流满面，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为她

们写一首诗，我把几首诗连起来，就有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首组诗很快在《飞

天》发表。 还有我的散文《风景》《幸福》《朋友》，小说《白纸船》《心中有月》《一吊

腊肉》《大牛和他的手机》 都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 看看所有的经典作品，或

倾诉真情，或忧国忧民，或寄情山水，或咏叹人生，或即兴抒怀。 它们共同的特

征就是自然流露。‘文如其人’，就是说怎样的人写怎样的文章。 文章是自然的

流露，你掩盖不了你的灵魂和内心的世界。 即使你巧妙地掩盖了，敏锐的读者

也会发现“狐狸的尾巴”的！ 一个没有真诚缺乏爱心自私狭隘的人，打死他也写

不出一篇真诚感人的情感美文，因为他没有这种情感，就像一只公鸡，你让它下

蛋，它是下不出来的。 ”

“那么，你认为最糟糕的作文是什么？ ”这位老师又不甘心地问。

“矫揉造作！ ”我如是回答。

“矫揉造作，是初学作文者的通病，而且是一种可怕的病，这种病会将写作

的人引入歧途。 很多写作的人缺乏一种审美眼光和情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看似平凡却感人的故事，他们不写这些，却硬要挖苦心思无病呻吟去编

造一些脱离现实自认为是“大事”的故事，为什么有些作品的文字很优美，故事

也很曲折，就是不吸引人，不感动人，原因就是“矫揉造作”的缘故。 我们都是

‘小人物’，我们离那些虚假的‘大事’很远，却和一些真实的‘小事’很近，例如巴

金、老舍、鲁迅、契科夫、莫泊桑等很多中外作家，他们写的都是身边的小人物和

身边的小故事，我赞成作文从小事写起。 ”

只要自然流露，不矫揉造作，就一定是篇好作文吗？ 这位老师怀疑地问。

一篇好作文，除了自然流露，不矫揉造作，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思想内容深刻

人无思想，乃行尸走肉；文无思想，乃文字垃圾。 思想内容深刻是作文好坏

的关键。作文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阅历，运用自己的眼光去深入思考、

提炼作文的主题，表达自己的生活感悟，展示自己的思想境界，写出一篇实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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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文章，切不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更不可假话连篇，空洞无物。

（2）篇章结构完整

结构完整。 一篇好的作文，一定要做到主题集中，作文应围绕同一主题作

深入阐述，切忌东拉西扯，主题涣散甚至无主题。

（3）切入角度新颖

要想在众多的作文中脱颖而出，赢得读者的青睐，作文切入角度的新颖不

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4）表达形式多变

有些学生在写作文时不懂分段，一篇作文就老三段———开头、中间、结尾，

甚至全文就一段，这就使得作文显得非常呆板，难免让读者反感。 一般情况下，

文章分成 6段左右较合适。

（5）语言表达有味

语言是作文的精神，是作家的风格。 学生在作文训练中，应尽量提高自己

的语言表达能力，并力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无论是俏皮幽默的，是老成持

重的，是清新亮丽的，还是古朴典雅的……优美有味的语言总是让读者拍案叫

绝。

（6）内容具体生动

生动具体的内容，是文章的血肉，也是文章的内涵，内容生动，文章就不枯

燥；内容具体，文章就不空洞。 如果文章的主题是灵魂，那么生动的内容才是支

撑灵魂的躯体，没有躯体，灵魂何存？ 所以，内容是否具体生动，直接决定文章

的优劣。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好作文，一篇真正的好作文，关键要看它的亮点在哪

里，有亮点就有特点，一篇没有亮点的习作，就像一个没有优点的人，很难让人

喜欢的。

四、怎样把内容写具体

把内容写具体就是把你写的事、物进行详细、形象地描写，使人读了文章就

第一单元 理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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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ku a i%su %zu o%wen%y i%b en%tong

通快速 一 本

知道写的是怎么回事，写的是什么样的物品，写的是什么样的人。

把内容写具体的前提条件就是观察，只有细致的观察，才能了解事物的本

质，观察时，要调动各种器官功能，如看、闻、摸、听、尝、想……这样，才能对事物

的各种形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对观察到的形态要进行及时的记录。 这就

要求做到“五多”：

1. 多看。 观察事物要仔细而有序地看，不漏掉每一个细节，按一定顺序去

看。如从整体到局部，从外到内，由远及近等等。（主要了解物体的大小、形状、规

模、颜色、图案、明暗、动静以及上述方面的细微变化等）

2. 多听。 听人或事物的声音。（主要了解物体声音的远近、音色、宏细、高

低、疾徐、作歇等）

3. 多想。 就是在观察时要多动脑筋，从外表想到本质。

4. 多问。 对于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要勤于发问。

5. 多记。 就是把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及时记录下来。

通过调动各种感官去感受，并把这些感受如实地、原汁原味地用文字还原。

写出形象、颜色、温度、明暗、声音、气味……将当时的情境完整地搬运到读者的

眼前来，让读者不知不觉地走进去！

例一：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颜色），光滑的石井栏（质地），高大的皂荚树（形

状），紫红的桑葚（颜色）；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声音），肥胖的黄蜂伏在

菜花上（形态及准确的动作），轻捷的叫天子(云雀 )忽然从草间直蹿（速度和力

度）向云霄里去了（形态及准确的动作）。单是周围的短短（规模）的泥墙根一带，

就有无限趣味。 油蛉在这里低唱（拟人），蟋蟀们在这里弹琴（拟人）。 翻开断砖

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声

音），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

成的小球 ，又酸又甜（味道），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

例二：“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力度）着你。 风里带来

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气味），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气味），都在微微

润湿（湿度、触觉）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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