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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文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语言文字运用”简称为“语用”）

的课程。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换个说法，也就是学习表达。表达能

力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更关涉人的生

活经历和阅读经历。表达的绵密基于观察的细密和阅读的繁密。“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关照现实和关注内心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

表达能力的习得。

远离生活的学习是无用的，忽视内心的学习是无力的，不成系

统的学习是无效的。目前以主题为单元的教材编排形式，不仅观读

写严重脱节，系统性更严重缺乏。因此，在使用上总是难见成效。

本书的编写，以摹写自然事物为例，探索“观读写一体化”路

径，试图通过实物观察，例文研读，学习如何观察、如何感悟、如

何表达，把语文学习引向《语文课程课标》所指示的“学习语言文

字运用”的道路上来。

为此，本书以观察为线，设计了有一定连贯性的学习目标，编

排了“美文引路”“精当点拨”“小试牛刀”“延伸阅读”“下水文”“佳

作展示”等项目，观为触发，读为借鉴，写为历练，力图观察阅读

并进，写生临摹相济，引导学生多观多读多写，促其有所收益。使

用时，要树立“点非孤点，篇非孤篇”的意识，瞻前顾后，步步为

营，一点一点地理解到位，训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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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一直感叹日本人的细节精神，却不知日本人的细

节精神，与日本人从小接受的“具体教育”有关。这种“具体教育”

体现在日本从小学开始就设置社会课和理科课，培养学生观察社

会、自然的能力。而日本小学生的作文，也基本以观察为主，作

文内容都源自日常生活的实践，很少是空洞的口号或抽象的感性

的文字——这样的作文，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理性思考能力，同

时也培养了十分具体化的事物的观察能力。这两种能力，无疑是

成年后拥有细节精神的必要前提。①

反观我们的教育，小学的社会课和理科课基本上是脱离了生

活实践的“抽象教育”，中学阶段则是完全脱离了生活实践的“抽

象教育”。我们的极为无序的作文教学从来没有系统地引导学生

关注生活、观察生活，学生也无一例外地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观察

训练，因而其习作内容空洞，思维混乱，具体事物的观察能力和

理性思考能力严重缺乏。

事实上，观察是发现、思考和表达的前提，又伴随着发现、

思考和表达的始终；一切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莫不是建立在观察基

① 唐辛子 ：《日本的教科书如何“大换血”》，《教师博览》2012年第3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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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写作也概莫能外。刘文典教写文章时，仅授以“观世音菩

萨”五个字，“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

“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

心肠。

我们曾经给初中学生布置作文《我的老师》，学生无一例外

地写了小学时教自己的老师。我们也曾给高中学生布置《我的老

师》，他们不出意料地写小学或初中学段教过自己的老师，全然

无视现在正在教着自己的老师。什么原因？缺乏关注眼前、观照

现实的意识，缺乏观察生活中的人、事物、景情的意识和能力。

读朱自清的《背影》，我们被父亲攀越月台的细微动作所感

动 ；读《荷塘月色》，我们被优美绝异的景色所感染 ；读莫泊桑

那样极自然轻巧极流利的小说，谁能想到他的神来之笔是如何得

到的呢？

罗丹说 ：“对于我们的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的眼睛。”那么这双发现美的慧眼又是如何炼成的呢？朱光潜先

生给我们点出了其中的奥妙。朱先生说 ：“学文如学画，学画可

临帖，又可写生。在这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较为重要。”“真正

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近代第

一流作家大半由写生入手。莫泊桑曾登门请教，福楼拜叫他把十

年辛苦成就的稿本付之一炬，重新起首学描实境——描写一百个

不同的面孔。就此，我又联想到达·芬奇学画蛋，联想到朱永新

要儿子朱墨将全班同学逐个儿写出来。莫泊桑、达·芬奇早已是

名垂青史之人，而朱墨也在初中时就出版了作品集。

观察对于学生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常常要求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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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关注生活，观察社会和自然。然而，作为一项高级心理活动，

观察不是随便看看，它拥有内在的法度规则。

《说文 》：“ 观， 谛 视 也。”“ 谛， 察 也。”“ 察， 审 也， 多

也。”“审，详也，熟究也。”由此看来，所谓观察，即多方位、

多角度、仔细地翔实地感知事物。

作为感知主体，人有五官，即眼、耳、鼻、舌、身，有五觉，

即视、听、嗅、味、触。人之七情六欲，一切思想，皆基于五官

五觉。所谓观察，即调动五官，激发五觉，产生思想情感等的高

级生理活动。只把观察理解为用眼睛看，是偏颇的。

单士兵《槐花盛开的季节》里这样写道 ：

春日，槐树枝叶浓密，枝桠四周张开，树冠如一绿

色巨伞，遮掩着半边河水。上学时，头顶一树槐花，缕

缕槐香送至鼻端，干净浓郁，浸润心田。眼前不时有落

蕊飘扬，那追逐飞舞的蜂蝶萦绕身侧，煞具诗意。如今

我仍常感叹，槐树老丑多刺，却能绽放出如此俏丽静雅

的花束，来点缀春光，从而使童年的春天变得那么生动

美丽……有时，槐花刚经过雨水的浸洗，清新鲜润，嘴

馋得忍不住，摘下一串，咂上一口，那甜丝丝的感觉，

沁人心脾，久久仍觉清香萦口。回到家里，母亲会做上

一锅槐花饼，香喷喷的，十分可口。在艰难的岁月中，

槐花给予了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

文段中，作者充分调动了眼睛、鼻子、舌头等各个器官进行

感知，产生了“老丑多刺”“俏丽静雅”“甜丝丝”“香喷喷”等

感觉，和“干净浓郁”“煞具诗意”“清新鲜润”等感受，进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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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槐树老丑多刺，却能绽放出如此俏丽静雅的花束，来点缀

春光，从而使童年的春天变得那么生动美丽”的感叹，以及“在

艰难的岁月中，槐花给予了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等感情，由细

腻的观察而致动情，立体全息地丰富了内心世界，也丰满了文章

内容。

当然，眼睛是最重要的感知器官，视觉也是最重要的观察角

度。仅就视觉而言，又有多种角度 ：可定点观察，可移步换行，

可定点与移动结合。就定点观察而言，有俯视、仰视、平视 ；有

远眺、近观、特写 ；有由远到近、由上到下、由外到内等过程 ；

还有整体到局部到个体等等，不一而足。

巴金《秋》里有一段关于湖水的精彩描写 ：

湖水静静地横在下面。水底现出一个蓝天和一轮皓

月。天空嵌着鱼鳞似的一片一片的白云。水面浮起一道

月光，月光不停地流动。对面是繁密的绿树，树后隐约

地现出来假山和屋脊。这一切都静静地睡了。树丛中只

露出几点星子似的灯光。湖水载着月光向前流去。但是

琴的眼光被拦住了：两边是高的山石遮掩了湖水，仿佛

那就是湖的界限。

这段描写以琴的眼光为视角，由远及近地写开去 ：由水底而

至水面，由湖面而至对岸，由绿树而至树丛灯光，又随流动的湖

水而至远处高的山石。层层展开，有动有静，极为优美。

特别要提的是，观者的目光到哪里，作者的笔触就延伸到哪

里，文理和事理就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随着观察角度的有序变换，

观察者的思想也一步步发展，作者的笔触也一步步丰满。有序观



慧心观世界　妙手著文章

·5·

察，理性思考，就会形成有条理的、质朴实在的表达，而这种表

达必然是自然顺畅的。再如朱先生《荷塘月色》，先写月色下的

荷塘，再写荷塘中的月色，次写荷塘四周的景观，视角随着客体

有秩序的变换，笔触又随视角有层次的延展，细密的文理和现实

观察顺序相一致，自然流畅，毫无匠痕。情感是感性的，但思想

和表达则是理性的，理性的表现之一则是有序 ；而有序翔实的表

达必然是细密实在而富有质感的，细密实在而富有质感的文章才

能真正打动人，比如朱先生的文章。

鉴于以上认识，我们稳妥扎实地开展了一系列基于观察的写

作训练。

比如老师带领学生到教学楼顶，向东观望。极目之处是天边，

与天相接的是鄂尔多斯高原，高原往西是毛乌素沙漠，沙漠以西

是村庄，村庄以西是田野，田野里有树有庄稼。由远及近，一步

步看过来，一步步写出来。观察顺序就是思想顺序，同时也是写

作顺序。这是定点观察的例子。

再如，秋季，老师带领学生来到学校中央大道。大道两旁，

白蜡树着上了绚烂的黄色，美丽异常。站在大道南端向北望去，

先是道路和树木的全景，背景是蓝天、校舍和活动的学生，视线

转注于路西一列树木，边走边观 ；再选定其中之一株，先观其全

景，再观其冠、其干；再就近，观其一枝，一串叶，一片叶，可摸，

可闻，可尝。这样，由整体到局部，再到个体，层层推进，步步

展开。边观察边感悟边记录，逐步追求文理和事理的统一。这是

定物观察的例子。

再如，天降大雪，老师停止上课，带学生走出教室观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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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楼道，观看雪花纷扬而下的场景，观看雪中物象的变化 ；盯住

具体雪片，看其落下的情态 ；再站到雪地里，体悟置身雪中的感

受，仰望雪落下的场景，脸和手感知雪的温度，在雪丛里认识雪

花的形状和色泽 ；看雪中物象及人物活动，听雪落下的声音、踏

雪的声音。这是动景观察的例子。

对人，注重进行肖像、动作、言语、神态的观察和基于事迹

的延伸观察。比如，为完成《我的老师》这篇习作，布置学生就

以上几点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进行为期一周的观察，每天记下观察

笔记。又安排五人小组，列好提纲，采访观察对象及其同学、家

人等，要求全面了解其事迹，掌握更多一手资料，这样写出来的

人物自然栩栩如生了。

场面的观察和描写是最难的，却也脱不了全景、局部和特写

的套路，老师安排了运动会开幕式、升旗仪式等观察。生活场面

具有不可重复性，一次观察根本把握不了，老师就调动了电子媒

体，比如重复播放97版电视剧《水浒传》鲁达出场拦惊马一段，

学生观看记录，从中学习场面描写。

事实说明，扎扎实实地指导学生在观察基础上开展思考和写

作训练，对培养具体化的事物的观察能力、理性思考能力及有序

写作能力，能够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

细节精神。 　　　　

巴尔扎克说 ：“唯有细节才组成作品的价值。”

叶圣陶说 ：“在实际生活里养成精密观察，跟仔细认识的习

惯，是一种准备功夫，不为写文章，这样的习惯也得养成。如果

养成了，对于写文章太有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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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引路

槐花盛开的季节

单士兵

记忆里，只有在槐花盛开的时节，我才感觉到与春天真正挽手。

那时，槐树蓊茏葱郁，枝叶婆娑，那垂挂于枝头的槐花，似串串珍

珠，点缀于青枝翠叶间。风摆枝条，那静雅的花束，如串串铃铛，

翩然摇曳，风情无限，颇具诗意。这是置身于都市的人无法寻求的

古朴与自然。 

少年上学时，沿着扁担河走。河畔，是一排老枝横虬的槐树。

春日，槐树枝叶浓密，枝桠四周张开，树冠如一绿色巨伞，遮掩着

半边河水。上学时，头顶一树槐花，缕缕槐香送至鼻端，干净浓郁，

浸润心田。眼前不时有落蕊飘扬，那追逐飞舞的蜂蝶萦绕身侧，煞

具诗意。如今我仍常感叹，槐树老丑多刺，却能绽放出如此俏丽静

雅的花束，来点缀春光，从而使童年的春天变得那么生动美丽。 

那时黄昏，我常斜倚槐树粗壮的似龙鳞环盖着的树干，面对水

声潺潺的扁担河，背书诵文。那时，点点繁花轻柔舒缓地飘落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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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清水中，款款漂向下游。蜂戏白花，蛙鼓清溪，鸟语互答，那种

流水落花的意境，清新悦人，恬静淡雅，缥缈静谧，如同置身于童

话之中一样。我常以为，那也是苏北乡村的最美的风情画。 

我于槐花，似乎更有着一份特殊感情。少时家贫，逢春夏之交，

青黄不接之际，家中无以进食。母亲总带着我来到河畔槐林。母亲

用钩子拽低槐树枝，我提着一个竹篮跟在后面，于繁枝茂叶间，摘

下串串白花。有时，槐花刚经过雨水的浸洗，清新鲜润，嘴馋得忍

不住，摘下一串，咂上一口，那甜丝丝的感觉，沁人心脾，久久仍

觉清香萦口。回到家里，母亲会做上一锅槐花饼，香喷喷的，十分

可口。在艰难的岁月中，槐花给予了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 

忆起我初为文时，曾读过汪曾祺的一篇题为《玉渊潭的槐花》

的散文。文章只在开头说玉渊潭槐花开了，如下了一场大雪。接下

来全文未提及一次槐花，只是将养蜂人的生活琐碎娓娓道来，最后，

当养蜂人走了时，才发现玉渊潭的槐花落了。那份恬淡静雅意境，

令人回味无穷。当时我不禁大叹，散文竟能这样写。也许是机缘巧

合，后来喜欢的几个作家，他们竟都与槐有关。如将其书斋命名为

古槐书屋的，被称为古槐老人的俞平伯 ；将其散文结集取名为《槐

园梦忆》的梁实秋 ；将其诗集定名为《槐聚诗存》的钱钟书等。读

他们的诗文，感觉情味隽永，雅致之极，仿佛置身于悠悠槐花香馥

中，透着静趣，静则悠，悠则闲，令人忘忧弃烦，心境澄明。这一

切，也让我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槐树情结，我也常想，我写出的文

字，要是能有槐花飘香那样淡雅随意，那该多好。 

又到槐花盛开的季节了，我故园的扁担河两岸，那一溜槐树，

又该缀满串串细碎的槐花了吧。它们一定又在轻柔的春风中，在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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