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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作文就是做人 
◆刘  乐  王玉娟 

（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兴隆学区  742100） 

 
期中测试中，六年级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绝大多数教

师说，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想像作文，好写得很。而我的观点与
他们大相径庭，到底还是引发了一场辩论。 

首先，我认为写好这个作文要清楚三个问题。 
一是文题的中心词“理想”是什么意思，《辞海》中对“理

想”的解释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经过奋斗能够实现的想象或
目标。它和“梦想、幻想”是有区别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虚幻想法。而“妄想”则是一种狂妄的打算，也是不能实现的。
“相像”它是对没有看见过的事物想出它的形象，是凭空的相像，
完全可以像的离奇，也不一定合理。一个人的理想就不同了，有
什么样的目标，要切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学习实际，如学习情况，
身体状况，爱好，特长，家庭条件（环境）等因素。 

二是再来谈谈文体，文体就是文章的体裁。“我的理想”这
个题目应写成什么体裁？这是这场辩论的关键。理想吗，自然要
相像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理所当然要写成想像作文。而我“独特
偏见”，认为要写成记叙文。从结构上说，这类文章开篇要交待
“我”的理想是什么，中间要写“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理想（交
待原因）和“我”准备要怎样实现这样的理想（写清楚途径）。
结尾要回扣主题，畅想未来。中间部分不是想象出来的，是合乎
发展规律的，你努力了奋斗了最大可能实现的。如果是为了作文

而作文，把理想写的高不可攀，望而末及，那岂不是空想，空谈。
下面命题“20 年后的我”、“假如我是……”、“未来的……”倒
是想出它的情形来，才叫想像作文，一般地来说，这类文体跟童
话一样，必须是“喜”的结局。 

三是文体不同，评分标准就不同了。记实的要抒发真情实感，
想像就不是真情实感了。这样说来，把“我的理想”写成想像作
文，当然不符合记叙文的要求了。 

说到这里，由一篇作文的评定标准引起的这场辩论，“真理”
站到了少数人一边。但作为语文教师，我想再谈一个重要观点，
古人强调“文道合一”，我的理解“作文就是做人”，作文不能胡
编乱造，要善于观察生活。一个做事诚实，为人厚道的人，是不
会唱高调的，也不可能写出假、大、空的文章。这点如果引不起
我们的重视，时间长了，也就失去了“教书育人”这个根本宗旨。
话又说回来，写自己的“理想”，有的说想当工程师，想当科学
家，想当航天员……这没有错，你知道当一名科学家应具备什么
样的品质吗？需要渊博的知识，需要大胆质疑的精神，需要坚韧
刚强的毅力，更需要无私的奉献精神，而有的同学连良好的学习
习惯都难以养成，“理想”何以实现？ 

末了，我只想说一句话，理想就是你天天想得最多的，将来
你要干的，当清洁工也行，赚大钱当老板回报父母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