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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学生怎样学习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一直是众多教师和

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同的人能提出上

千种不同的方法， 但最根本的一条， 则是大家都认可的， 那

就是运用良好的学习方法， 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习途径。

学习方法是指通过许许多多人的学习实践， 总结出来的快速

掌握知识的方法。 因其以学习掌握知识的效率有关， 所以受

到大家的特别重视。 学习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 它

因个人条件的不同， 选取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别。

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注意

自己的学习方法，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学校， 人们

常常能看这种现象， 那就是很多同学也很用功， 他用的时间

甚至是其他同学的二倍到三倍， 但是他们最后的成绩却总不

如人意，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学习方法的问题。 如果

学习方法对路， 并不一定要花费很多时间就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 而若学习方法不对路， 那就只会事倍功半。

古今中外， 许多成功人士都重视和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

性。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曾说过： “一切知识中最有价值

的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著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成功方程

式则是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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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其一生治学和科学探索的总结。 我们不难看出正

确的方法在成功诸因素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教育发展委员会在 《学会生存》 一书中指出： “未来

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 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也

就是说， 未来的文盲不是 “知识盲”， 而是 “方法盲”。 所

以， 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正确学习方法教育极具重要性。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 我们特地编辑了

这套 “学生这样学习最有效” 图书， 包括 《学生学习兴趣培

养的方法》、 《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方法》、 《学生提高作文能

力的方法》、 《学生上课学习的方法》、 《学生提高学习智能的

方法》、 《学生自学学习的方法》、 《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方

法》、 《学生应对考试的方法》、 《学生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

《学生提高阅读能力的方法》 １０ 册， 本套书包括提高智力的

方法以及各种学习方法和各科学习方法等内容， 具有很强的

系统性、 实用性、 实践性和指导性。 但要说明的是： “学习有

法， 但无定法， 贵在得法”。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因材施教，

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 进而施以不同的方法教育， 这样才能

让学生掌握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的金钥匙， 从而终

身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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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生提高作文能力理论指导



１． 学生作文的主要写作方法

第一人称叙事法

由于文章的内容是通过 “我” 传达给读者， 表示文章中

所写的都是叙述人的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或者就是叙述者

本人的亲身经历， 使读者得到一种亲切真实的感觉。 采用第

一人称， 由于叙述人是当事人， 所以叙述的人与事， 只能是

“我” 活动范围内的人物和事件。 活动范围以外的人物和事情

就不能写进去。

第三人称叙事法

用第三人称叙事， 叙述人既不受空间、 时间的限制， 也

不受生理、 心理的限制， 可以直接把文章中的人和事展现在

读者面前， 能自由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 但第三人称叙事又

往往不如第一人称叙事那么亲切自然。

顺叙法

顺叙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事情， 这就跟事情发生

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所以易于把文章写得条理清楚， 脉

络分明。 运用顺叙， 要注意剪裁得当， 重点突出。 否则， 容

易出现罗列现象， 犯平铺直叙的毛病， 像一本流水账， 使人

读了索然无味。

倒叙法

倒叙并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 而是除了把某个

部分提前外， 其他仍是顺叙的方法。 采用倒叙的情况一般有

三种： 一是为了表现文章中心思想的需要， 把最能表现中心

思想的部分提到前面， 加以突出。 二是为了使文章结构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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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避免平铺直叙。 三是为了表现效果的需要， 使文章曲

折有致， 造成悬念， 引人入胜。

倒叙时要交代清楚起点。 倒叙与顺叙的转换处， 要有明

显的界限， 还要有必要的文字过渡， 做到自然衔接。 特别要

注意， 不要无目的地颠来倒去， 反反复复， 使文章的眉目

不清。

插叙法

插叙是为了表达文章中心的需要。 有时是为了帮助读者

了解故事情节的追叙； 有时是对出场人物的情节作注释、 说

明。 使用插叙一定要服从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 做到不节外

生枝， 不喧宾夺主。 在插入叙述的时候， 还要注意文章的过

渡、 照应和衔接， 不能有断裂的痕迹。

补叙法

补叙主要用于对上文的叙述补充说明， 一般是片断性的、

简要的， 不具备完整的事件， 也可以把解释或说明的文字放

有前面， 以引起下文。 补叙的作用， 一般不发展情节、 事件，

只对原来的叙述起丰富、 补充作用。

分叙法

分叙的作用是把错综复杂的事情， 写得眉目清楚、 有条

不紊。 分叙可以先叙一件， 再叙另一件， 也可以几件事情进

行交叉地叙述。 采用分叙时要根据文章内容和表达中心思想

的需要确立叙述的线索， 还要交代清楚每一事件发生和发展

的时间。

详叙法

详叙， 一般是对事情发展变化过程的具体叙写。 详叙时

要抓住人物的特征或事情的细节进行详尽、 细致的描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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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时， 与中心思想密切相关的部分， 要详叙。 与中心思想关

系不大， 而又与也须交代的， 则几笔带过， 这样文章的中心

才能突出。 否则文章会出现无中心或多中心， 显得繁琐。

略叙法

略叙的作用是在于交代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但

又不必详叙的内容。 它与详叙相结合， 使整个叙述有详有略，

疏密相间， 形成叙述的起伏。 略叙一般用于文章的开头和结

尾， 或者与中心思想关系一般的部分， 或者人所共知的部分。

直接抒情法

直接抒情可以使感情表达得朴实真切， 震动人心。 直接

抒情一般适用于抒发强烈而紧张的感情。 直接抒情的特点是

叙述时感情强烈， 节奏时快、 紧张， 情感直露， 容易把握。

间接抒情法

间接抒情的特点是抒情含蓄婉转， 富有韵味， 感染力强。

间接抒情一般可以通过叙述抒情， 作者在叙述时加上自己主

观感情色彩， 根据感情的流动来叙述， 使读者在叙述的过程

中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同时， 也可以通过议论抒情， 作者在议论中， 表达强烈

的爱憎、 褒贬之情， 这种记叙中的议论一般是利用判断来进

行； 还可以通过描写来抒情， 作者在描写的过程中， 渗透自

己的情感。 采用间接抒情的方法， 要做到语言美丽而又富有

感情色彩。

先叙后议法

先叙后议是先叙事后议论， 因此议论要起总结上文， 点

胆中心的作用。 议论时， 要对事件的主要内容， 或事件的主

要人物， 或主要事物进行议论。 这样才能做到叙事和议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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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议论的方法， 可以通过文章的人物的语言、 心理活动

进行议论， 也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议论。

先议后叙法

采用先议后叙的方法， 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记叙的要点

和中心， 并以此统全文， 使全文所记事件的意义， 通过议论

之后， 显得清楚明白。 在叙事的时候， 要根据议论的中心，

抓住重点进行写作。

夹叙夹议法

夹叙夹议的特点是叙事和议论穿插进行， 写法上灵活多

变， 作者可以自由自在表情达意。 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写作

要注意叙事的连贯性， 议论插入要自然。

以物为线索

在叙事的过程中， 让某一物品在事件的各个阶段重复出

现， 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它的形象。 这种物件往往起过渡作

用或象征和点明中心思想。

以人为线索

以人为线索叙事， 要注意不同时间、 不同环境人物性格

的统一， 还要注意人物年龄特征、 外貌、 动作、 地方和民族

特征、 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统一。 否则， 容易造成混乱。

以思想变化为线索

这种写法， 思想发展的主线要分明。 思想变化的各个阶

段贯要自然， 对照要清楚。

以中心事件为线索

主要事件记叙突出， 次要事件交代清楚， 主次搭配合理，

叙述井然有序。 这种写法， 事件再复杂， 也可繁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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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法

学习画画， 要从写生、 素描学起； 学习书法要从描红临

帖练起； 学习状物也需从写生素描练起。 我们作文时， 如果

能把看到的物品用文字描绘出来， 读者看了文章， 如见其物，

我们的作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用写生法描写物品要注意描写的顺序， 或由上到下， 或

由下到上， 或从左到右， 或从右到左， 或先中间后两边， 或

先两边后中间， 或先整体后部分， 或先部分后整体。 其次要

注意细部的描绘， 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转动法

采用转动法描写物品要有一定的顺序， 不能颠来倒去。

其次要准确地运用方位词如正面、 反面、 下面、 上面、 左面、

右面等等， 在转换物品的方向时， 要用方位词标明。

此外， 要有详有略， 能反映物品特点的一面要详细描述，

其他作简略交代， 切忌面面俱到， 平均使用力量。

２． 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要素

现在的学生大都不愿写作， 一上作文课就头痛， 觉得无

话可说。 一节课结束， 寥寥数语， 到交作文时间， 只得应付

了事。 如何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 应从以下几个要素入手：

以读促写

写作的源头是现实生活。 学生涉世不深， 不具有高度的

概括、 提炼能力， 像鲁迅先生的 “杂取种种人， 合成一个”，

或者 “以一个为基础， 合成其它” 创作方法， 学生是难以掌

握的。 必须先有摹仿与借鉴， 要模仿必先阅读， 把阅读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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