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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化写作的三种原则及四种升格能力 
吕品 

（浙江省海盐县滨海中学  浙江海盐  314300） 

摘要：随笔因为题材相对灵活、情感相对自由、表达相对个性的特点，成为师生喜欢的一种练笔方式。随笔写作中随意性大、

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直接制约着学生考场作文水平的提高。随笔化写作是一种以随笔为主要写作方式的生命化写作教学体系，

我们要站在课程建设、核心素养的高度去规划设计随笔训练。本文提出了随笔化写作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的四种升格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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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作文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即将颁布的 2022 年语

文新《课程标准》中仍然要求“作文每学年一般不少于 14 次，其他

练笔不少于 1 万字，45 分钟能完成不少于 500 字的习作”，这样的

训练要求仅靠几周一次的大作文训练必定是无法完成的，我们需要

好好利用起随笔这个阵地，在随笔训练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随笔因为题材相对灵活、情感相对自由、表达相对个性的特点，

成为师生喜欢的一种练笔方式。但许多老师布置随笔往往是“心血

来潮”、“灵机一动”，至于要训练什么内容，达到怎样目的，脑中往

往没有明晰的路径。随笔又因为缺少限制，过多的自由写作反而使

学生缺乏方向感，学生抓耳挠腮不知道写什么，有时候反而去求老

师定一个题目来写，个别学生干脆就去抄一篇优秀习作来敷衍了事。 

随笔训练中随意性大、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直接制约着

学生考场作文水平的提高。 

笔者认为，随笔训练随手、随心、但不能随意。随笔化写作是

一种以随笔为主要写作方式的生命化写作教学体系。我们要站在课

程建设、核心素养的高度，以课程的标准去规划设计随笔训练，以

随笔写作教学为载体和主抓手，来提高学生的考场作文写作能力。 

一、随笔化写作所遵循的原则： 
（一）遵循与作文教学目标相结合原则 

随笔是自由化写作，而考场作文是指令性写作，两者是互相统

一、一脉相承的。随笔是考场作文的基础，是积累素材、锤炼语言、

提升思维的主阵地。而考场作文是优化了的随笔，是随笔“高原”

上孤峰突起、奇峰怪石、巍峨壮丽的 “ 高峰”。 

新《课程标准》对作文写作的具体要求如下： 

总量要求：作文每学年一般不少于 14 次，其他练笔不少于 1 万

字，45 分钟能完成不少于 500 字的习作。 

文体要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诗歌、小小说。 

变式写作要求：缩写、扩写、改写。 

写作过程要求：搜集材料、构思立意、列刚起草、修改加工、

互改交流。 

（二）遵循与语文教材相结合原则 

教材是学生写作的指明灯，也是模仿的范本。课本中优美的语

句，富有逻辑的篇章结构、丰富多彩的写作素材都对学生的写作产

生积极的影响。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仿写语文教材，特别是其中的写

作方法。例如《春》描绘生气勃勃、绚丽多彩的春天景象，在多种

修辞方法写景中有强烈的情感渗透，可让学生仿写修辞手法对校园

秋天的美景进行描绘，学会以情衬景，景中含情。 

可以依托语文教材，对教材文章进行随笔变式练习。以父亲的

视角改写《走一步再走一步》故事内容；以老王的视角改写杨绛的

《老王》；以顺叙的方式改写《一棵小桃树》等等。为让学生理解《秋

天的怀念》中母亲“偷偷”“悄悄”“扑过来抓住我的手”等动作描

写中母亲内心的煎熬和与隐忍，可写一段心理描写来抒发母亲此时

的感触。这样的随笔训练既是对课文内容深层次理解，也是对课本

学习的一种有益补充。 

还可以引领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对教材进行多重思考，在无疑

处生疑，有效提升学生思辨能力。例如《变色龙》中赫留金是不是

“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中菲利普夫妇的选择有错吗？著名

作家狄马说：“一个人如果真的养成了独立、自主、理性和思辨的习

惯，那他已经是个现代公民了，语文教育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半，

甚至是 重要的部分，知识的多少和观点的对错反而不那么重要

了。” 

（三）遵循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原则 

随笔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潜心观察自我生活，真实再

现自我生活经历，真实描绘自然风景，真切抒发自己感受，让学生

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在实际操作中，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观察生活，记录生活，鼓励学生用摄影、绘画的方式捕捉生活

的瞬间，把画面用文字再现，图文并茂，这样随笔写作因潜心观察

自成诗意地流淌。 

随笔写作也应紧贴时代脉搏，关注时事热点，与社会同呼吸，

与祖国共命运。哀悼“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畅谈其心中两

个梦想——禾下乘凉梦与杂交稻全球梦，思考如何做一粒中国“好

种子”；收看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致敬坚毅

向上的力量，洗涤自我心灵，汲取精神的力量；关注东航客机 MU5735

坠毁事故，维护逝者的尊严，敬畏生命，珍惜眼前，活好当下…… 

二、随笔化写作能力升格 
作文应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

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 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随笔化写

作教学应着重升格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重视发

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一）、定格细节，升格观察能力 

巴尔扎克说：“当一切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经加

工过，这时，再前进一步，唯有细节组成作品的价值。” 细节描写

是指作品中对一些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细小事物、 人物的某些细微的

举止行动以及景物片段的具体细腻的描写。它的作用是使客观事物

的特征形象再现出来， 使读者得到鲜明的印象和深刻的感受。细节

描写有助于推动作品情节发展，深化作品的主题。它还是刻画人物

性格的重要方法，同时对于烘托人物心情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难看

出，在记叙文中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艺术。细节决定着作品的信度

和深度。 

例如，一位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自己乘坐公交车情况：公交车

刚经过一个站台，上了许多乘客。一位老奶奶刚要坐到一个空位上，

却被一个年青人抢占了 位置。很明显，这样的作文流于空洞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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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流水帐”，由于缺少细节，显得不生动，不形象。我让他乘坐

公交车时多观察，多思考，在作文升格指导后，他这样写：“现在是

人流高峰， 请乘客注意安全， 不要拥挤……” 公交车刚停靠站台，

“哗啦” 一下挤上了许多乘客。乘客们纷纷涌向空座位。一位老奶

奶刚颤巍巍地移到靠窗户的一个空位旁，一位染着黄发、嘴里叼着

香烟的年轻人，“腾” 的一声抢先坐了 下来， 翘起了 二郎腿， 得

意地向老奶奶瞟了一眼。老奶奶无奈地站在他旁边， 抓着扶手， 瘦

瘦的身子在车内摇晃不停。由于观察仔细，作者细化了抢座位的过

程，突出了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将“老奶奶” 和“年轻人” 的

对比加以定格，收到了很好的鞭挞效果。 

（二）、 学会构思，升格想象能力 

记叙文写作的核心环节是构思好情节，写出故事味。古人云“文

以曲为工”，这实际上是对记叙文情节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表现情

节的张力，写出波澜起伏、 摇曳多姿的情节。 要使文章曲折多变，

首先要充分地感悟生活。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并且

充满着矛盾。 只有认识了生活， 掌握事物矛盾的规律，并且分析

客观事物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能使波澜起伏具有内在的

基础。其次，在布局上要注意情节的合理安排。如伏笔的运用， 悬

念的设置，高潮的布置，以及高潮之前的准备与铺垫，都应有一个

全盘的打算。 这样，文章才能环环相扣、步步推进，产生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的效果。 

如一位学生的作文《老师摸了我的头》 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开学了，听说我们班又换了 新“老板”。 一进教室， 果然看见一

个戴眼镜的“家伙”。瞧他那笑里藏 的样子，一定是校长派来的“一

级杀手”。哼，不管你是哪路神仙，我准叫你“哭比笑好”， 反正我

是公认的“调皮大王”，“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怕你不成！这个开头，

一下就抓住了 读者，原因何在呢？ 就是设置了悬念： “我”是“调

皮大王”，新“老板” 又是“笑里藏 ” 的“一级杀手”， 双方摆

开了对仗的架式。新老师新官上任三把火，必然要治理班级，必然

要管“我”，而“我” 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不怕老师，这就让

人担心，令人关注，使人不得不急着读下去，都想知道师生二人会

发生些什么事件呢？ 发生了怎样的争斗呢？结果怎样呢？这些问

题一构成悬念，一下子就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三）、 妙用修辞，升格表达能力 

语言是作文的脸。 写作的发展等级明确要求： “用词贴切、 句

式灵活， 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文句有表现力。 要求在通顺的基础

上充分展示语言风采， 提高语言表现力。” 因此， “语言表达” 在

作文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想在语言表达方面制造“亮点”， 便

捷的方式就是妙用修辞。妙用修辞分为独创、化用、引用三个层级。

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自己创造，以妙手偶得的夸张、比喻、

排比、对偶等句式征服读者。那些优秀作文和高考满分作文、很大

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一点。 

如：“生命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她的进取之中；大树的美丽， 展

现在它负势向上高耸入云的蓬勃生机中；雄鹰的美丽，展现在它搏

击苍天之魂的翱翔中；江河的美丽，展现在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

奔流中。青春是初春的一缕阳光，照耀着希望；青春是夏季的一瓣

红荷， 绽放着活力；青春是末秋的一丝桂香， 飘逸着智慧；青春

是残冬的一片雪花，飞舞着纯洁。”如果表达能力稍差，不能达到这

种境界的，可以化用前人的句子。古人名篇既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也

是语言艺术的典范， 学生可以通过对名篇的化用直接进入语言艺术

的制高点， 既暗合文章的内在旨趣，又浸透文化人浓郁的书卷气息。

满分作文《独上高楼》就是个成功的范例：是拣尽寒枝终不肯栖的

寒鸦么？是举杯邀明月的饮者么？是穿越了十年生死痛苦一场的痴

汉么？在那个“群星荟萃” 的时代，人们对你的期望本是韬光养晦，

游戏笔墨罢了，而你偏偏要独上高楼，你的光芒刺痛了那些习惯于

黑夜的眼睛，你注定要承受官场和文坛一齐泼来的污水。而我只看

见你青青的竹杖，脚上的芒鞋，被雨淋湿的脊背，你的笑容从容洒

脱，你的眼中只有秋风绿水泛清波。你坚守着自我，从而达到让后

世永远仰望的高度。”如果化用显得吃力，还可以直接引用，以前人

苦心推敲的语句为自己的作文增色。如：生命就是龚自珍“落红不

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献身精神，生命就是文天祥“人生

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浩然正气，生命就是苏东坡“谁

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的超脱与豁达，生命就是杜甫“感

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的无奈与感伤。“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 说的是亲情； “人生得一知己足，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说

的是友情，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说的是爱情；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说的是爱国情。 

（四）、创新立意 ，升格思维能力 

文以意为帅。深邃的思想如晨钟暮鼓，耐人深思，促人警醒；

精妙的构思如爽朗的面容，眉清目秀，招人怜爱；珠玑的文字如群

星闪耀，光芒四射，目不暇接。岂不知，那靓丽的外表是源于内质

的修炼，是因为他们拥有或敏捷、或灵活、或深刻、或新颖、或个

性的思维品质。“欲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求流之远者， 必浚其

泉源。” 想让作文之树枝繁叶茂，创作之泉汩汩流淌，当从培养思

维品质、立意高人一筹开始！ 

一篇作文　　《你我走过的日子》。 这篇作文回忆了在“我” 的

成长道路中，奶奶一路陪“我” 走来，直到 后死去的点点滴滴，

字里行间透露出奶奶对“我” 的爱以及“我” 对奶奶的思念。这

种立意优点是便于宣泄情感，或真挚，或热烈，或欢愉温馨，或惨

恻动人，很容易表达出真情实感。但也有小部分同学将“你” 定位

为一把二胡、一张琴、一本书、一个英雄人物， 甚至是自家院中那

株临冬凋谢、来春又发，历经磨难始终顽强生长的野丁香，这位同

学这样写丁香花的逆境：“我以一种近乎膜拜的虔诚再次瞻仰着她： 

这是一种怎样的恶劣环境啊！一边是高大的松树，苍翠，挺拔；一

边是肥硕的广玉兰， 粗壮、繁茂。在这双峰夹峙之间，丁香花卑微

地活着。干不粗，纤弱，修长； 叶不茂，浅黄，微枯；花不盛，惨

白，精致。如血的残阳越过松枝的层层阻挠，以慈爱的手指抚慰着

丁香孱弱的身躯，纤干弱枝，黄叶白花， 给人别一种震撼！”在众

多的写人作文中，突然出现这么一株逆境中生存的丁香花， 出现一

位作者写与这株丁香花一起走过的日子，写自己在丁香花激励下愈

挫愈勇、 不断战胜困难的历程，自然会让人精神一振 。作文立意

要尽量新颖，有创见、有个性、卓尔不凡。“发前人所未发，明今人

所未明”，“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这样的作文方能给人以新鲜的

生活感受和教益。 

作文升格不必奢求通篇大妙， 但有风骚还是可望亦可及的。我

们难以让作文“星月争辉”，但每次升格一个“亮点” 应该不难。

只要每次训练后学生的能力提升一点，我们作文就会亮一点，阅卷

老师的也就会满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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