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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作文 
◆王红利 

（凤翔县虢王镇汶家村小学  陕西宝鸡  721403） 

 
摘要：从教二十多年的语文课教学，我深切体会到，作文是多数学生感

到棘手的作业，似乎无处下手。结合多年作文教学实践和学习，我认为

学生要写好一篇作文，要经历这个过程：实践、认知、兴趣、记忆、组

织、写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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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学生亲身体验客观现实、丰富表象、发展思维阶段。
实践是写作的基础，没有实践，就没有作文。认知，是经过亲身
体验客观现实后，对客观现实本质或整体深入熟悉，深化表象、
思维阶段。兴趣，是在认知中产生的情感阶段，是形成写作动机
的基础。记忆，是在兴趣的驱使下，把蓄存的表象再现阶段。组
织，是在记忆的基础上选择、确定文章的材料和表现的方式方法。
组织是作文的前提，组织的质量，直接影响文章的质量。作文，
是经过组织加工后，把当时体验现实的过程和情感表达出来。作
文的质量，在于方法技巧，是否掌握正确的写作方法技巧，决定
作文的成败。提高，是学生对自己的作文自我鉴赏和借鉴他人建
议后修改、总结、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学生认知飞跃、能力
提高的阶段。 

了解了作文的过程，掌握了这个过程发展的规律，就能采取
相应的措施，指导学生进行作文训练。指导学生作文训练，要根
据学生生活和知识实际，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有侧重地进行训
练。 

指导学生实践，主要从两方面做起。一是学生自己做。自己
做分两点：（1）独立做，其特点是灵活性强，便于发挥学生能动
性和创造性。（2）集体做，其好处是教师便于指导，便于学生之
间相互促进和交流思想感受。二是听、看别人做。如听课内外故
事，看电影、电视等。学生在努力体验客观现实中，头脑中的表
象会不断增加、丰富，思维也会得到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合
乎事理的实际、切合生活的实况”的作文来。 

指导学生认知，也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指导学生对客观现
实体验的深入了解。如参观某个事物：帮助学生了解参观的目的、
重点，教给学生按照一定的顺序、方法，认识了解事物的本质、
规律，并让学生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经过深刻化、清晰化后形
成的比较完整的表象蓄存脑海里，或者写成笔记，达到蓄存双保
险，作为作文的素材积累。二是指导学生对间接知识的深入领会。
如指导学生学习某一作家的一篇名著，让学生理解这篇作品的主
要人物和基本事件，作者的写作目的，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
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抓住这些本质的、规律的东西，深入了解作
者，然后把这些深入了解的东西经过思维分析，概括出作者的特
征、形象、文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象，深深的蓄存在脑海
里。 

指导学生认知，能使学生把直接和间接的体验客观现实的表
象清晰化、深刻化。 

激发学生兴趣，着重从两方面做起。一是指导学生在体验客
观现实中寻找兴趣。如引导现实总结出某个专访人物的性格特
点，深入理解这种性格美的因素和感人之处。学生在深入分析中，
会加深理解。在加深理解中，就会对人物的性格、特点产生出敬
佩之心、羡慕之情、追求之动机来。二是激发学生从课内外读物
中提炼兴趣。学生一旦沉浸在这种兴趣中，就会萌发起说、写的
动机，这种动机正是推动学生写作的内驱力，因此，激发学生兴
趣，培养学生写作的内驱力，是写好作文的重要保证。 

指导记忆，也着重从两方面做起。一是按顺序记忆。指导学
生把体验过的人和事，按当时所做、所听、或所看的先后顺序回
忆。如让学生回忆“第一次”体验的事情，要引导学生回忆第一
次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做？过程怎样？结果怎样？有什么感
想启示？帮助学生理顺记忆过程，培养学生记忆的一般能力。二
是抓特点回忆。如回忆接触过的人物，要指导学生回忆出这个人
物的外貌、动作、语言、性格和思想境界等特点，回忆出这些特

点，就能形成这个人物比较丰满的独特形象。 
学生掌握了这些记忆的规律，养成了良好的记忆习惯，就能

为组织作文奠定好基础。 
指导组织，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思想上组织。这是指导

学生在回忆体验客观现实的材料中，选出与作文有关的材料，安
排出写作提纲来。思想上组织，要从两点训练：（1）抓住即兴的
灵感快速组织。当学生对某个事物发生浓厚兴趣，思维处于婆娑
欢舞时，要指导学生立即把握住灵感的指向，快速列出一个粗提
纲，捕捉并发展这一灵感。（2）围绕写作中心具体组织。即指导
学生审清作文题目，确定中心，回忆积攒的素材，筛选出能说明
和突出中心的题材，理顺表达思路。二是书面上组织，即指导学
生编写作文提纲。 

指导学生作文，主要从说话和写文做起。说话分三步训练：
一是句段训练，二是短文训练，三是长文训练。说话是写作的基
础。指导学生写作文，首先要培养学生组织语言和口头表达能力。 

写作训练，与说话训练基本相同。但在谋篇布局、锤词炼句、
表达手法上要求更严。训练学生写作，不仅要在作文课上进行，
而且要结合语文课教学和学生生活实际进行经常训练。 

促使学生写作能力提高，主要从四方面进行训练。一是指导
学生自我鉴赏修改。引导学生把写成的作文草稿，认真修改，自
我锤炼，突出中心，养成自我鉴赏和修改作文的良好习惯和能力。
二是借鉴他人意见。启发学生作文写成后，虚心征求同学、家长
和老师意见，使学生能发现不足，提高认识，为进一步修改做好
思想准备。三是引导学生广泛听取意见后再修改。这次修改，是
在集他人意见和自己认知的基础上修改，要从文章结构、造句、
修辞及标点符号等方面深入修改，发挥出自己写作的 大能量。
四是写后记。指导学生自我总结经验教训，自我促进提高。 

作文教学，要结合写作实际，选择 佳教学方法，持之以恒，
扎扎实实地进行训练，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写作方法，形成写作
能力。学生的写作能力，只能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也只能在写作
过程中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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