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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生写作中的素材积累
孙　娟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苏州 215131）

摘要：学生要写出一篇好作文，首先就要学会留心生活，积累生活体验，从对生活的观察中找到创作的源泉；其次平时要多看、多思考，

开拓视野，增长知识；要学会积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才能在书中找到创作的源泉。本文从积

累生活体验和积累阅读知识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从其中为学生找到写作的源泉，让学生形成自己的写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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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课是学生们最害怕的课，拿到一个作文题目，学生们往

往很苦恼，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该写啥，什么原因呢？观察我们

的作文课，发现我们的老师注重讲解方法，套路，步骤，表现手法、

修辞运用，却忽视了内容的构建，把主要的精力花在给学生讲一

些“立意”“步骤”“谋篇布局”等写作技巧方面，过于注重方

式方法。

其实学生们脑袋空空，缺少生活体验，缺少写作素材。因此，

在写作文的时候即使绞尽脑汁也感觉无从下手。这就是虽然“渠

成”，但无“水到”。那么如何开流引源呢？如何做到渠成水到，

我们不妨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让学生从生活中找到“源泉”

作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在文章中能体现生活，在生活

中同样可以发现作文，生活的点滴就是作文的点滴，为了进一步

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我们应该在生活中用心去品味和揣摩生活

的一字一句。要写好文章，就要多观察生活，观察季节更替，留

观察春花秋月，观察人情冷暖。把观察锻炼成习惯，养成能力。

这需要时间，需要下功夫，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锻炼：

（一）善于观察，用心体会

有的同学疏于观察，对身边的事情视而不见，也不会用心体会，

写作的时候就会觉得无从下手。这就要训练我们的眼睛，眼睛是

我们自身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窗口，我们要充分利用它来多观察

生活。

首先观察事物时，我们要抓住事物的特点，臂如，我们观察

一次宴会场面，我们既要看到整个宴会人们的活动，又要注意各

种身份，各种年龄人的举止、言谈，甚至从一个人的衣着来判断

此人的身份品味。

第二要有观察角度。在观察的时候要从一个点的不同角度进

行观察，就像园林造景时是移步换景还是定点观察景物。比如观

察一个男孩，不要笼统地观察高矮胖瘦，衣着，黑白，还要观察

他在生活中的细节；观察他的生活习惯，爱好表现，这样观察一

个人就会了解得充分、深入，这样的观察是全面的，写在素材本上，

以后就是一个深刻的描写片段。

最后，观察要细致。细致观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金钥匙。一

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不同点，一个物体区别于另外一个物体，这

就是他们的不同，也就是他们各自的特点。我们在描写人和事物

的时候，一定要观察细致，抓特点描写。如写人作文可以观察人

的外貌、服饰、体型等方面各有不同，个性、气质上也各有差异。

我们在观察时仔细比较不同，写出不同，就可以写出任务的特点。

比如，《红楼梦》“林黛玉进贾府”一章节写王熙凤的哭有什么特点？

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场的方式很特别。接下来，

王熙凤戏份很足地开始“哭”，恭维——拭泪——转喜，表情变

化快，一哭一喜之间表面写对林黛玉极尽怜惜之情，深层次上把

王熙凤“处世圆滑、八面玲珑，且喜欢讨好奉承”的性格写得活

灵活现形。由此我们也看出曹雪芹写作时多角度，多层次细致观察。

（二）处处留心生活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在家庭、校园，只要你留心观察

身边的熟悉事物，从中寻找你作文所需要的材料，即使是一些看

似不大有用的事情，你也要留意观察，我们要睁大眼睛随时留神

自己身边的每一件事，每一样事物，然后记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

从中领悟那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挖掘出那深埋在平凡小事中的

闪光点，等到写作文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我们可以想

象到我们的作文中如果用到了这些我们从生活中的发现的新鲜的

材料，文章是否会充满清新之气？

（三）参与生活，增加体验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和宝藏。如果我们不去亲身接触生活，走

近社会和自然。只坐在教室中生编硬造，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只能

是干瘪无味的空洞的官样文章，因此在平时，我们要创造条件，

抓住时机，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体验、搜集、记录。各种对我

们有用的素材，这是生活的源泉，写作的流水就从这里来。

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材料来源于生活。因此，同学们在日

常的学习之余要多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是各种夏令营，学习兴趣

小组等活动。通过参加活动，拓展我们的生活视野，积累我们的

生活体验，记下写作的素材。

曹雪芹说：“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见很

多可思可写的东西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勤于

思考，善于积累生活的素材，就不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的尴尬了。

二、让学生从从阅读中找到“源泉”

即使学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以观察的内容也是多种多

样的，但还是片面的，大量的知识还需要依靠书本知识间接的提供，

因此我们要注重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积累，只有“读万卷书”才能“文

思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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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事实证明，离开大量的，广泛的阅读，想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是不现实的。让学生爱上阅读，在阅读中积累知识，在阅

读中认识自己，健全人格，发展良好的个性。学生通过阅读，心

灵得到净化，灵魂得到升华，才能“化书卷气作吾灵气”，写出

抒发性灵的好文章来。那么在平时的阅读中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行积累：

（一）在阅读时要注重语言积累

语言是文章的基础单位，鲜活的语言就像是画家的画笔，能

为文章增添色彩。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语言变得有特色呢？这

就要靠我们平时的积累了。

首先要博览群书。从一些大家的优美的文章中学到使用语言

的技巧了，学习他们如何的驾驶语言的。另外，也可以将他们文

中的一些优美片断、名言警句、哲理、典故等具有一定写作典范

的语言材料摘抄下来，不时的背诵，以图以后加以利用。也可以

将这些语言在课余的时间和同学们交流、感悟、比较、品味和欣

赏，将之变成自己的东西贮存在自己的头脑中，使语言日臻丰富，

增强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

其次，可以从文本出发，积累写作语言。我们的语文课本中

精选了大量名家所写的声情并茂的文章，是语言文学的精华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在语文课上积累词汇，学习作者造词造句，连段成

篇的表达方式。平时老师也要引导学生养成摘录的习惯，随时将

一些优美的语言记在小本子上，这样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腹

有诗书气自华”说话就能出口成章了，何况是写一篇作文。

（二）从阅读中加强材料的积累

材料是文章的血肉，平时没有阅读材料的积累，脑袋就像没

有内存的电脑，写起作文只能胡编乱造甚至抄袭。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平时就要注意对素材的积累，作文材料的积累，相当于是往

电脑里储存资料。资料储存多了，写作的时候才有话可说。那么

应如何积累素材呢？

多读书，积累作文材料。阅读可以开阔视野。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养成阅读习惯。阅读内容要广泛，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纯

文学作品。政史地之类的书籍也需要阅读。读书的过程中要注意

素材的积累。遇到好的章节可以随时记下；摘抄下来的优美的语

句要经常翻翻看看，把这些材料逐步内化成自己脑袋中的材料，

并储备下来。

这些储存的材料是以后写作文的素材，是动笔的源泉。“不

动笔墨不读书”每个作家学者都是在反复阅读中积累大量素材，

并对素材进行分类整理，烂熟于心，这样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能

信手拈来，再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样就成为了好的文章。

（三）从阅读中提炼思想

观点是文章的“眼睛”。我们平时常说：“言为心声”，如

果自己的三观不正，写出来的文章也背离正确的人生观。如果作

为文章灵魂的观点不健全的话，那么这篇文章是很难得到阅卷教

师的赞赏的。

因此，要写出有个性的文章我们就要培养健全的人格。范仲

淹有了忧国忧民的伟大人格，才会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忧；杜甫心系黎民，才写出了“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陶渊明蔑视权贵，才有了“安

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壮语；人格的健全是“文格”高雅的根本。

要想人格健全我们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多读一些境界高的名著，通过读书陶冶自己的情操。

同时，可以将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摘录下来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

第二，平时我们要多观察，多思考，多请教。透过事物的现

象发现其本质，随时将自己在生活中产生的思维火花记录下来，

并将之拿来和同学、长辈交流、探讨，形成有益于自己的个性见解。

另外，也可以从一些名家的个性见解中学会看问题的方法。

这些人的作品中，有的辩证的看问题，有的全方位的思考，有的

独辟蹊径，有的运用逆向思维，道人之所未道，这些个性解读，

都能够给我们以启示，只要我们平时注意提高自己思想的修养，

建立好自己的“思想库”并定期整理充实，我们一定能写出高品

位的文章来。

（四）从阅读中学习写作方法

好的作品，无论是语言、结构、写作手法都是非常优秀的，

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在读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

这篇文章，我们读过后，首先要想一想，文章主要写“我”的母

亲是我的“严师和慈母”以及母亲的教育对我的影响，但是为什

么要花很多篇幅来写母亲和家人相处的事情？

仔细推敲我们发现，单纯写母亲对我的教育这一方面，文章

内容会很单薄，也不能刻画出母亲的性格。通过写大嫂的“不懂事”，

二嫂的“气量狭窄”，自然而然写到母亲和她们相处时会有很多

矛盾，母亲在处理这些矛盾中表现出“宽容、隐忍，气量大，性

子好”等性格特点。这样写母亲的性格就非常全面，人物性格丰满。

我们在写作时可以借鉴这样的写作方法，小处落笔，从不同角度

刻画人物形象。

三、结语

综上所述，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要写出优秀作文，需要在

平时生活中积累素材。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教会学生观察生活，

观察社会和人生，进行多方面的积累，然后写下随感或生活札记，

留下生活的美，写出生活的美。其次应加强课外阅读，因为阅读

是写作的基础。沉浸地阅读会使学生把阅读和生活体验联系起来，

在读中领会，在读中收获，吸收书中的精华与自己的情感共鸣。

分门别类地摘在笔记本上。通过踏踏实实的积累，获得实实在在

的收获，如此在考试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

就会有后来轰轰烈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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