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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高中学生

并不都是作文的“巧妇”。因此，解决作文的“米”，实

在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作文的“米”，到底从哪里来呢？

笔者认为，在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也要给学生印

制和分发更多的相关材料，而且要教学生如何积累和使

用这些材料。引导学生积累运用好素材。1

一、积累运用素材可以在大量阅读中获取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是获得知识的最重要的方式。

广泛的阅读，不但会扩大视野，增加知识，提高修养，

还能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写作不仅需要来自生活的直

接经验，需要大量的间接经验。叶圣陶把阅读与写作比

喻为“吸收”和“倾吐”的关系。不吸收丰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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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写不出好的文章。通过读书，不仅可以积累知识，因

为书面材料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获得更广泛、

更丰富的材料；而且可以活跃思想，提高认识，更可以

积累语言。阅读是写作的基石，要想把作文写好，就必

须储存有足够丰富的词汇和语言，“厚积”才能得心应手

的“薄发”。多读书，丰富各方面的知识，开阔视野，写

文章便有“源头活水”，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

1、在课内积累

积累阅读的第一种方法是课堂阅读。更具实效性、

针对性、交往性。因此要挖掘其中的作文素材，并加以

充分利用，不仅能解决学生的选材问题，还能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这样的积累形式活泼，可以唤醒学生心中

的“库存语言”，让学生将积淀的语言进行运用、表达，

通过不断的语言转换实践，让学生跨入语感发展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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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这就要求我们课内阅读时，既要深入理解阅读

材料，挖掘精华，又要做到学有所获，做到学有所悟，

学会积累，从形式到内容，从语言到手法，在掌握后到

运用，在模仿中创新。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是

笔者从教学中积累运用课本素材参考；

一是联系课文语句，或引用，或仿写，扮靓写作语

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只有准确、生动、形象的

语言，才能感染读者。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课文时把遇

到的好词、寓意深刻的成语、优美的句子、精彩的片段

摘抄下来。

二是联系与课文材料相类似的生活事例。比如，能

由《走一步，再走一步》中父亲教育孩子的方法“鼓

励孩子自己去克服困难，才能成功”联想到“孩子学走

路”“雏鹰学飞”等。把这些故事进行扩写，来体现主题。

三是联系课文的写作技法。如：朱自清的《春》、老

舍的《济南的冬天》、梁衡的《夏感》、何其芳的《秋

天》。它们的共同之处是细致观察景物，抓住特点进行描

写，巧用修辞，能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字里行间。

以上是介绍了一些积累运用课本素材方法，更重要

的是要建立教材“分类资料库”。一是新词美词荟萃，精

彩句段摘录，精彩句段赏读；二是文学文中的形象，人

生际遇，人物性格等等；三是作者的生平事迹、精神世

界、相关作品；四是课本材料和与之相类似材料，共同

反映的主题。写作时，首先根据作文题目的中心调出

“分类资料库”中可以运用的材料；其次，根据所选择

的文体来组合这些材料；再次，可以根据教材中的资料

引出日常生活中与之相类似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加工，这

样便能很快完成一篇佳作。

2、在课外积累

一个重要的积累阅读的方式是课外阅读。如果汉语

学习只停留在课本上，他最终会营养不良。课外课堂上

是阅读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引导学生拓展

对外汉语学习，创造广阔的汉语学习空间，帮助学生多

读、读好书、边读边想、边读边转化知识、利用书中的

语言材料，强化自身的语言内容。课外积累的方式常见

以下几种：

一是阅读名著和有用的书籍，积累写作素材。杰作

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各国人民在几千年的人类发

展史上创造的民族艺术宝库。大量的名著可以让学生获

得丰富的营养，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可以激发良好的人

格感受。引导学生阅读优秀的人文文章和文学作品，与

古今优秀人物进行对话，可以促进批判性思维，获得审

美体验，最终实现身心的和谐发展。广泛阅读名著还可

以促进主流文化，促进多元文化的理解、歧视和融合。

生活文化，如弟子规矩、中外名人传记；科技类阅读，

如《十万为什么》等，让学生开阔视野，从而积累了大

量的间接写作材料并且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写作可以

如流水一样轻松。

第二，从剪报和杂志中积累写作材料。在准备好的

资料上粘贴报纸杂志上剪下的有价值的资料，标明来源、

时间等。电视媒体和网络资源也可以用来增加知识，开

阔视野，丰富生活经验，激励他们与生活交往，形成作

文素材。电视作为一种艺术生活和财富生活，通过收听

广播，了解印章、文物、音乐、绘画、陶瓷、建筑、雕

塑、书法、风景等非文学人文学科，提高他们的知识和

智力。

“读千卷，写若神”，这句名言说，读书是写作的坚

实基础。引导学生广泛阅读有用的课外书籍，不仅可以积

累大量的文学和历史知识，而且可以增加知识，改善思维

状态；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积累大量的写作资料，培

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二、积累运用素材可以在生活中获取

叶圣陶说过：“生活就如源泉，文章犹如溪水，泉源

丰盛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歇”，现代教育观

也强调“语文生活化，生活语文化”。利用现实生活是取

之不尽的写作源泉，是写作素材的巨大宝库，从生活中

积累写作素材是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作文离不开

生活，引导他们积极乐观地投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丰

富的感性知识，并时时联想、比较、分析、筛选、综合，

学会用理性、艺术的眼光看待生活，为写作积累丰富的

感性素材。

1、观察生活

鲁迅说过：“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写作来源于

生活，而生活需要用心观察、体会。留心各样的事情，

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一点。由于观察对象包罗万

象、复杂多变，学生观察又往往或浮于事物表面，或浮

光掠影，不得要领，因此需要我们细致地指导。不同的

素材，观察的侧重点不同。通常观察侧重于它的外部特

征：形状、颜色、气味等；人的观察侧重于他的语言、

神态、动作、表情以及心理等。事件的观察注重事件产

生的起因、经过、变化、结果等。还要讲究观察方法：

首先，观察要有顺序。或从上到下，或由外到内，或由

远到近，或从整体到部分等等。构思时把观察的顺序变

成写作的思路，这样就把“观察、思维、表达”密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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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了。其次，观察要细致入微抓住特点。引导学生

学会细致观察事物，积极调动各种感官，用手去触摸、

用眼睛去看、用口去品尝、用耳去倾听，去充分感受事

物的美。再次，观察要展开联想、想象。爱因斯坦说过：

“想象比学识更重要的”，引导学生在观察过程中进行合

理想象，写出的文章才会形象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之

感。通过教师的指导，有效地迁移学生的观察点和兴奋

点，迁移到当前的习作任务中去，将他们的观察、思考

引向深入、细致、全面。

2、体验生活

“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这是作家的写作经验。

所谓“跑”就是要接触社会，深入生活，生活才是写作

的源头活水。从校园内引向校园外，尽量扩大生活面，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体验现实生活。只要有了亲身体验，

内心感受，真情实感，就为写作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素材。

写作自然能信手拈来，兴趣倍增。凡是亲自参加的实践

活动，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这时让同学们写出实践活

动的过程和感受自然兴趣盎然。由于这些活动丰富了学

生生活，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认知能力，因而写出的文

章比较有条理，语言比较活泼，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

三、积累运用素材宜“小”不宜“大”

由于考场作文时间、篇幅都有严格限制的特点，日

常作文素材积累宜从“小”入手，因为“小”更容易写

得具体、生动、细腻、感人；而“大”材料就很容易写

成泛泛而谈的“介绍性”文章，内容空洞而缺乏重点。

特别提醒注意的是，选材切入点“小”并不意味着“立

意狭窄”，因此中考作文的素材积累，可以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从自己的生活实际中，选择一个小的切入点，

运用“以小见大”的写法，表现积极向上、活泼健康的

主题，从而表现生活，在生活中深入思考，感悟成长的

主题深度。在指导学生运用“以小见大”的写法时，完

全可以利用教材作为例子。教材基本篇目有很多都采用

了以小见大的写法，许多深刻的立意都体现在一件小事

中。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指导学生“聚焦凡人小事”“观

察自然景象”“捕捉细小情节”等来关注社会、感悟人

生、诉说真情，从而做到以“小”见“大”。

四、积累运用素材要重“新”忌“旧”

所谓旧材料，不但是指那些古代的、近代的历时已

久的人物和故事，而且也指那些经常出现在一般文章和

中考作文之中，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运用的素材。或是

因为众人皆知，太“熟”太“俗”；或是故事简单，内

容单薄；或是千人一面，彼此雷同；或是缺乏个性，无

趣无味。这些素材包括课本（主要是语文课本）中的人

物或事例，也包括课外阅读中的经典作品和大众读物，

还包括影视中接触到的人物或事例（如感动中国人物

等）。一般而言，这类素材属于“经典”，但同时属于习

见类，如果运用不好，很难获得一种新鲜而独特的表达

效果的。如果在高考作文中经常使用这些古老的例子，

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似曾相识”和主题

陈旧感。材料老化，是中考作文中一个普遍弊病。

《语文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学习用历史眼光和现

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

法”。在中考作文素材的准备过程中，同学们要经常对所

积累的材料进行“推新替旧”的调整。因此，对于旧材

料，教师应引导学生与时俱进，从中提炼出新因素。

综上所述，要想写好一篇文章，首先学生应该积累

很足够多的作文素材，积累的过程是漫长的，只有坚持

下去，才能有所收获。大浪才可淘沙，滴水方能穿石。

每天坚持积累不辍，作文终能“视通千里，思接万载”。

其次还应具备灵活运用这些作文素材的方法和能力。积

累的素材要想真正产生价值，只有勇于实践，读思结合，

导行导写。这样的积累必将创造一个天蓝水清、花浓草

茂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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