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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计划短安排，作文宜有序，放胆不放手，练笔应指导

——作文教学浅谈

郭泗勤

肥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 肥城 271600

【摘 要】：本人多年从事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春季高考工作的重视，语文教学在整个春季高考

中的地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同时，语文教学中占比很重的作文教学又是师生双方最感头痛的事情，它费力大，

耗时长，成效低。虽说平时教学中有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作依据，山东省每年也都编制“山东省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春季）考试说明”，对作文教学有所要求，但都说得比较原则抽象，既缺乏一条清晰而明确的训练序

列，又没有完整而具体的训练步骤和方法，语文教师感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作文教学中出现了盲目性和随意性。

老师布置作文，胸无全局，零打碎敲，结果是写了不少，收效不多。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曾指出：语文教学在普通教

育工作中恐怕算得上一个“老大难”，而作文教学恐怕又是语文教学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因此，解决作文教学这一“老

大难”中的“老大难”问题，扭转作文教学的被动局面，就有了现实性和必要性。笔者在近年的作文教学实践中，针对传统

教学，大胆创新，做了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此，抛砖引玉，以求得大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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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计划短安排，作文宜有序

针对传统的作文教学胸无全局，零打碎敲，盲目性和随

意性大的弊端，结合职业学校作文教学重点为记叙文、说明

文、议论文、应用文的实际，遵循读写结合的原则，我确定

了学生在校三年的长远训练目标：

第一学期：以写比较复杂的记叙文为主，适当写点说明

文和议论文。

第二学期：以写比较复杂的说明文为主，继续进行复杂

记叙文训练，适当穿插议论文训练。

第三学期：以比较复杂的议论文为重点，适当穿插比较

复杂的记叙文和说明文训练。

第四学期：以练习各种应用文为重点，继续进行三种常

用文体训练。

第三学年：迎战高考，进行综合性实战训练。从命题作

文、话题作文、材料作文等几个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针对

性指导。

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阅读是为了写作，学习是为

了应用，只有结合各册重点安排作文计划，才便于学生举一

反三，学以致用。纵向地看，它先易后难，先理论后应用，

属循序渐进的序列；横向地看，它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相互

渗透，相辅相成。

所谓“短安排”，是指每个学期，每种文体的作文训练

计划。根据我的体会，这种计划宜细不宜粗，宜详不宜略，

力求切实可行，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比如第三学期的议论文体，是中职阶段写作训练的重

点，我觉得只是杂乱无序的一篇篇地写，采取“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方法，很难奏效，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

议论能力分解为若干方面，采取“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

办法，逐一地进行单项训练，由单项而综合，形成一种阶梯

式上升的形式，最后达到培养、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目的。

那么，如何循序渐进呢？具体说来就是“按阶段，分步走，

两条线，齐推进”。

首先，我把议论文训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

始”阶段。其训练要求是明确议论文与其它文体的区别，把

握议论文的主要特点；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其要求是

从论题、论点、论据、论证四个方面，深化初始阶段的要求，

全面提高议论表达能力；第三阶段是“提高”阶段，其要求

是：较熟练地掌握议论文的常见论证方法、基本结构和几种

议论文类型的一般写作程式；第四阶段是“巩固”阶段，主

要是搞好综合训练，全面提高议论文写作能力。

其次，对于训练的每一个阶段，我又安排了具体的训练

步骤。如“初始”阶段，分为三步：第一步，明确议论文概

念，把握特点，弄清与其他文体的区别。第二步，根据材料

提炼观点，围绕观点选择材料。第三步，弄清叙议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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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概括和夹叙夹议（用简明语言概述事件，紧扣具体事件生

发议论，依据观点补上事例等）。

第三，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始终坚持“两条线，齐推进”，

议论的基础训练和综合训练双线并行。“基础训练"着眼于提

高学生写作议论文的基本能力，即审题立意能力，运用论据

能力，谋篇布局能力，准确表达能力等。“综合训练”着眼

于各种类型议论文的整体训练，把“基础训练”的“知”“能”

应用于整篇议论文习作中，对每种类型通过反复训练，让其

掌握一般构思程序，提高学生议事说理的综合表达能力。

二、“放胆”不放手，多练应多导

大家知道，作文是用书面语言表达自己认识的一种活

动，是一种综合的表达能力。心理学研究表明，凡能力的提

高都必须通过反复的实践而奏效，就像学游泳必须下水一

样。叶圣陶先生认为：作文能力的培养，一要得其道，二要

经常历练，历练到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古人亦云：

文章唯多做始能精熟。其主旨均为“熟能生巧”。而我们传

统的命题作文法，每学期练习次数有限，最多也不过十几篇，

如果仅由此一端想达到由熟生巧之目的，难以奏效。而命题

作文老师统得过死，包得太多，有其局限性，老师命题学生

作文，有时难免脱离实际，强人所难，结果不是无话可写，

就是说些空话套话，久而久之兴趣泯灭，视作文为畏途，“作

文不叫作文，叫‘憋人’”，大概是其最好的注脚。

如此，我们就须另辟蹊径，为学生选择一种更好的写作

方式——写“放胆”文，让其自由命题，内容和形式不拘一

格，任学生自由驰聘，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就有利于弥

补命题作文的不足，加大作文训练量，培养学生勤写作文的

好习惯。

当然，提倡学生写“放胆”文，并不等于老师放手不管。

练笔式的“放胆”文，表面上似乎放任自流，让学生“跑无

轨电车”，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更需要老师操心费力的指

导，给学生的“舞蹈”加上“锁链”，让学生“戴着镣铐跳

舞”。因为学生写这类作文，思想处于无拘束状态，内容、

范围等也丰富多彩，涉及方方面面，因而常常暴露出思想上、

技术上的问题。指导得法，学生的练笔热情才会长盛不衰，

练笔的质量才会与日俱增。教师如何指导呢？我以为：

（一）教以方法和规律，有序练笔。如在初始的观察阶

段，用一定时间给学生讲解观察事物的方法：局部观察、全

面观察、比较观察、定点观察、移步换景观察等，观察顺序

可以是先观察物，次观察人，再观察场面。这样由小到大，

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综合，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学生观

察生活的能力。

（二）“导”在关键时。如学生刚入学，对练笔的内容、

形式等不甚了解，此时就要抓住思想发动这一关键环节，集

中讲练笔的好处，表扬认真且练习量大的典型，对优秀的练

笔文章，或在班上宣读，或登在“美文共赏”栏内，以激发

学生练笔的兴趣，培养他们练笔的习惯。实践证明，这一“放

胆”不放手的练笔是富有成效的，我执教班级的学生作文成

绩，在学校组织的多次春季高考模拟中，均明显高于其平行

班的作文成绩，春季高考语文成绩也因此比较理想，在全省

相应专业中多次名列前茅。

三、结束语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多年的作文教

学实践，让我深深认识到了“无序”作文的弊端，尝到了“有

序”作文的甜头，体验到了“放胆”不放手的成功，取得了

一定的经验。但作文教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愿和诸

君一道，上下求索，为作文的教改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徐宗明.作文教学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学,2012-07.

[2] 董洪国.作文教学应重视元认知能力的培养.高等教育学,1999-04.

[3] 黄丰.浅谈作文教学指导的初探.教育学,2019-05.

作者简介：

郭泗勤，生于 1965年 1 月，汉族，山东省肥城市人，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讲师，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有多篇论文获奖，

曾主编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