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记叙文写作是基础，它能够培养学生观察生活、思考问
题、感悟生活的能力，能进一步帮助学生品味文学作品，塑造
学生的人文情怀。所以在教学上，高一入学，我们会用一年的
时间练习学写记叙文，学生至少会独立完成8 篇记叙文的写作，
题目也会多角度培养学生的能力，由浅入深，从基础写作到有
情怀的高质量作文写作。在这一年的教学里，通过批阅学生的
作文，大致梳理了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针对这些问题提
出一些解决办法，期待能够以此指导学生今后的记叙文写作。

1　存在问题
1.1文体不明
虽然高考作文一般要求是“文体不限”，但不等于文体不

明，明确的文体是作文写作的基础要求。记叙文是以记人、叙事、
写景、状物为主，以写人物的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一
种文体形式。所以要以记叙人或事为主，辅之以描写、抒情，切记
不能大篇幅的议论。然而，现在许多学生仿佛不议论就不知道该怎
么表达，比如开头要以议论开始，结尾要以议论收尾，写到一半，
写不下去要用议论来凑字数，这样既导致了文体不纯，又使作文所
写的内容不够完整，侧重点不明确。

1.2缺乏细节
记叙文能够打动别人的往往是一些生动刻画的细节，这些细

节体现了学生对生活的观察、体悟，根据描写节细的文字我们
往往可以构拟出画面，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但是学生却很
难写出来能打动人的细节，甚至文章就没有一处细节描写。大
多数学生的作文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流水账”，能够把事件的
前前后后写得清楚，但是没有一处感人的地方。力图把事件的
前因后果记录得清清楚楚，生怕读者不能明白，因此造成三种
结果，一是文章没有侧重点，笔墨均匀分布，全文没有一个能
打动读者的细节；二是文章开头铺叙太多，文章写了一大半，还
没有进入主要事件的写作，由于篇幅的限制，主要事件只能压缩，
造成头重脚轻；三是文章写了两件或是多件相互没有关系的事，
学生开始构思的是一个事件，粗略地叙述完这个事件之后，发现
字数不够，只能再写一件事，目的就是为了凑字数，这样的文章
当然不符合我们的写作要求。

1.3缺乏深度
作文是一个人思想、情感、价值观的输出，我们通过一篇文

章可以看见文章背后那个作者的内心世界，所以文章是要有深度、
有内涵、有价值感的。一篇优秀的作文，是能够以小见大，或道
出一些生活中的小感悟，或由一件具体的事引发了一些思考，或
揭示一个道理，如果能由此及彼、由实虚化，能彰显具有普世价
值的思想内容是最佳之作……总之，就事而论事，不能往前走一
步，没有深度的文章铺天盖地，也终究属于失败的创作。

1.4选材平淡
学生因相仿的年纪、趋同的学校生活，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

和相似的生活体验，面对一样的作文要求，学生在选材上往往会
“撞车”。如以“分寸”为题，大部分学生都会想到以“火候”写
“把握分寸”，都是做菜，最后这些同学的作文合在一起就是一桌
“满汉全席”，而且大部分只是就做菜说做菜，没有自己独特的感
悟，什么样的读者对面这些文章都会审美疲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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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叙文是一种贴近生活、能够反应真实情感、引发人们共鸣、给人以思考、应该广泛的文体。然而，在高考中，绝大
多数考生会选择写议论文，而不是记叙文，因为记叙文对高中生来说，是难以把握、难以得高分的文体，轻易不敢尝试，议论文有
其固定的模式，发挥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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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对策略
2.1注重阅读积累
阅读与写作不是孤立的两个部分，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

割的一个有机整体。阅读是输入的过程，写作是输出的过程，
没有大量而优质的输入作为基础，很难输出有价值的东西。阅
读可以开阔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读万卷书，如行万里路。”阅读是学
生丰富见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在阅读中，学生可以跨越时间和
空间，体会不同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人生经历，而这些经历是学
生在自己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同时，优质的文学作品有自己
独特的语言风格、精巧的故事构思，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
读者，这些影响也将逐步体现在学生的写作中。

2.2重视写作技巧
学生总是感觉记叙文没有议论文那么好把握，议论文有固定

的模式，易于入手，便于写作，而记叙文往往会让人无从下
手，即使动笔去写，又不免落入俗套甚至跑题。记叙文不同于
议论文，尤其是篇幅有限的记叙文，在写作过程中也的确需要
一些技巧，让文章可以增色。首先，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所
以题目要能抓住读者的眼球，而且应该让读者一看题目就知道合
题，而不是偏题；其次，文章要不断点题，开头要尽快入题，
中间要不断点题，结尾最好要照应开头，进一步点题，这样的
文章就不会给人游离于题目的感觉，也能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跑
题。当然点题也需要技巧，最好含蓄一点，而不是生硬的让关
键词多出现几次，明扣与暗扣相结合才是最好的。

2.3注重生活体验
文学源于生活，生活就是文学的土壤，对于学生来说，良

好的生活体验是他们写作的素材库，而这个素材库是需要学生自己
建立并不断丰富、更新，所以学生要注重生活体验。但是现在的学
生由于学业压力大，课余时间有限，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生活体
验，造成生活体验不足，所以写作的时候，没有自己独立的素材库。
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学生对生活的观察不足，尤其是生活中的点滴
细节缺乏了解、观察、体悟，原本可以进行素材积累的生活体验，学
生会忽视。当然也存在着思考能力不够的情况，对生活体验比较麻
木，没有形成自己较为深刻的感悟。在写作中，只能选用那些平淡、
甚至泛滥的素材，创作一篇没有什么思想内涵的作文。而少数同学
善于体验生活、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创作的文章质量就属于上乘。

总之，记叙文写作练习的过程对于大多数高中生可能是痛苦
的，但却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基础，学生在一系列的记叙文写作练
习中，不仅会提高写作水平，而且会提升文学类文本的分析、鉴
赏能力。教师要积极引导，重视方法，让学生在记叙文写作过程
中能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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