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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的梳理与思考 
◆张应才 

（复旦实验中学  上海  200433） 

 
摘要：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颁布以来，高中议论文写

作教学中有代表性的意见与主张层出不穷。通过对十多年来语文四大核

心期刊中这一问题研究的梳理，笔者觉得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虽有一定

的进步，但在有效地解决学生议论文写作问题上做的还不够。探讨议论

文写作教学思维培养的相关路径，应该成为今后一线语文教师写作教学

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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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一直是老师关
注的焦点。特级教师毛荣富也说"教了 30 多年语文，最让我痴迷
和难舍的是作文教学。”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众多
的代表性意见和主张，笔者细梳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
行稿）》颁布（2003•4）以来关于写作教学的研究情况，大致侧
重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从技巧层面确定写作教学内容 
这一主张以一线教师为主，他们以传统的技巧讲授为中心，

侧重于在作文指导上传授“套路”与“技巧”，用工艺流程式的
方法训练学生作文，例如“开头先来几个排比句，中间分论点排
列整齐，例证要涉及古今中外，正反结合，结尾再用几个反问句，
最好用一句话来收束全文……”  

这种做法只是强调学生在语言外在形式上下功夫，而对真正
关乎学生写作素养的思维能力的提升却视而不见，从根本上来
说，不能改变学生的思维习惯与思维方法，更不能从源头上解决
学生思路打不开，思维能力低下的问题。王栋生说：“靠俗招碰
运气，即使应式得逞，极有可能导致学生形成错误的写作观，这
种功利的写作观会影响他对事物的判断，从而更加忽略写作学
习。”  

二、通过激趣来完成写作任务 
学生对于作文有畏难情绪，拿到作文题目，无话可说，无感

可发者比比皆是。孔子曾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派”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每个学生都有
自我实现的需要，都有被认可、被关注的心理。他们“从趣味性
出发，立足于活动课程，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产生写作的动力，
从而完成写作任务。”他们或注重语言上的鼓励，或提倡“活动
课程”，用“创设情境”“创新作文”等各种特色活动，将写作之
路延伸，搭建展示学生魅力的舞台，通过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写作
的乐趣而非枯燥，树立学生写作的自信心，从而让学生爱上写作。 

不可否认，写作的兴趣确实能带来写作的激情，但这也只能
解决学生“愿写”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学生“能写”和“会写”
的问题。 

三、从重构议论文核心知识角度确定写作教学内容 
文章学界对于议论文的核心知识——“三要素”的争论从未

停止，2012 年又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语文建设》2012 年 1 月
发表了潘新和教授的《试论议文三要素之弊害》一文，潘教授在
文中提出议论文需重构核心知识体系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得
到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教师的积极响应，纷纷撰文发表看法。《语
文建设》连续在 2012 年第 1、2、4、5、6、9、10 发表《试论议
论文三要素之弊害》、《也谈议论文三要素》、《议论文三要素与中
国化的议论文写作体系的建构》、《最需解构的两项议论文知识》、
《全盘否定要不得》、《“议论文三要素”的重构》、《对“议论文
三要素”弊害的反思与探讨》、《用具体分析统率“三要素”》、《议
论文“新三要素”：是方向，但不是目标》、《开发有用的写作知

识》等一系列文章，发起了有关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大讨论。潘教
授认为“议论文三要素”，已是“老掉牙的知识”，提出重构议论
文“新的三要素”支持者认为：“潘新和教授的议论文‘新三要
素’可以作为衡量一切‘议论文’的评价准则。”  

反对者则觉得议论文的知识“需要充实、调整和完善”，但
不必太拘泥于名称、术语，因为静态的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只懂
得静态的议论文知识，这并不能自动生成自己在议论文上的写作
能力。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潘教授的研究振聋发聩，启发我们重新
审视议论文写作教学的核心支撑知识，但从写作实践来说，意义
有待考证。因为知识是最易掌握的，也最好教的，而能力是不能
直接输入的，只有通过反复的训练才能吸收，同学们都知道论点、
论据、论证方法这样一些术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用这些知
识。 

四、从读写关系角度确定议论文写作教学内容 
这种主张基于读和写的关系，提倡"以读促写”，"以读带写”，

引导学生在读中累积一些素材，利用阅读去提升学生议论文写作
的技巧，或者认为读可以为写提供参考模式、写作范本、材料来
源，从而解决"无话可说”、"无感可发”的问题。主张者要求学
生挖掘经典的价值，学习名家名作的篇章结构，积累美文华章的
好词好句，从仿写开始，采取改写、补写、续写、扩写、缩写等
多各形式，达到在模仿中创新的效果。 

这种教学中原本读是手段，写是目的，部分老师到最后可能
出现将以读促写、以写促读这种混淆教学目的与教学手段的行
为。因此，从读写角度确定议论文写作教学亦非简单。更何况，
“在急切渴望提高写作水平的学生面前，许多老师开出了‘多读
多写’的良方。但是，“读什么？写什么？读多少？写多少？如
何读？如何写？面对学生的追问，我们多少老师能给出一个合情
合理的解释？”  

五、从生活角度探求写作教学艺术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是探讨教育和生

活关系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生活即教育”，奠定了"生活派”的
理论基础。他们观点是生活为一切创作的来源，不管是文学作品
或是学生作文，都源自生活，议论文作为一种常见文体，不管是
针砭时弊，还是对某种现象发表意见和看法，都与生活脱不了联
系。因此注重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从而获
得学习的经验与灵感。 

诚然，这样的主张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如唐朝白
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一线教师在教授写作时也往往
会要求学生联系现实进行写作，但这只是一种写作技法或者说是
一种写作意识，这些生活现象充其量也只是部分解决了学生写作
内容丰富性的一面，也即写什么，至于如何写还是没有得到很好
地解决。 

六、从作者情感方面确定写作教学内容 
早在清朝的袁枚就提出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写作

理念。针对程式化作文指导下的作文充斥着大量的“虚情假意”，
“真情派”提倡“我手写我心”，提倡无拘无束地表达，让学生
抒发真情实感，提倡充满个性化的语言，反对套话。 

这种主张很有市场，尤其是有人还认为写作是私密性的行
为，无拘束的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写作的追求。但是我们有没
有深入思考过，如果一味地要求学生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就能够
解决作文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吗？更何况，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
题，怎么才能使学生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或者反过来问：是什
么阻碍了学生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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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倡真情实感是一种写作态度，而不能说是写作技巧
或写作思维。 

七、从思维能力培养的角度反思议论文写作教学内容 
每年高考尘埃落定后，都会出现大量有关各地作文分析与思

考的文章。近几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无疑是“理性”和“思
辩”。孙绍振教授连续多年在《语文学习》发文，题目中都包含
了“理性”，如 2010 年的《从偏重感性抒情走向理性分析》，2012
年的《理性分析：立论的基础——2012 年高考作文题目纵横谈》、
《写作检测的思辨性》、《让思考的张力彰显思想的光辉》、《注重
思辨层次，关注精神成长》、《缘事析理，注重思辨，用理性的光
芒指导阅读》；黄伟于 2016 年在《语文建设》上发表《略谈说理
能力和理性精神的培养》；刘勇、张飞艳于 2018 年在《中学语文
教学参考》上发表的《构建议论文教学的“三间小屋”——谈<
精神的三间小屋>教学之理性追求》等。 

他们从议论文的文体特点出发，强调关注学生的写作思维，
这是近几年来研究最多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搭准了议论文顽疾的
脉，切中肯綮，从写作的源头——思维来研究问题。 

可问题是，这些反思、理论缺少实践性的文章，只在《中学
语文教学》的“写作实验室”专栏见到几篇既有“学理”又有“操
作”的文章。如於健老师的《议论文写作逻辑缺位如何矫治？》、
魏小娜的《铸造作文教学的“逻辑”链条》、《理性的消弭：研究
性写作何去何从》、郑桂华的《议论文写作中核心概念的“展开”》。 

以上内容围绕语文四大核心期刊，就近十年来主流的观点和
学说作了梳理，可以看出，与专门的、系统的写作教材缺乏相比，
写作教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如此众多的流派和学说，
其实一直都在围绕着“怎么写”和“写什么”以及“为什么写”
做出自己的探索，为写作教学打开了广阔的视野，但同时，与教
研的百花争鸣相比，学生的实际作文水平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 

就研究的样本而言，许多文章往往倾心于写作能力的结构研
究、写作过程的心理研究, 虽然也有作文教学的策略研究，然而

特意对高中学生议论文写作教学对策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从文献综述我们还可以看出：议论文写作虽然已经有了长足

的进步，从关注知识到关注情感，从关注客体到关注主体，但议
论文教学还是局限于文章写作的立场，把传授静态性的知识作为
教学的主要内容，忽略议论文说理的特征。常常把学生议论文写
作水平不高单一地看成写作本领问题，忽视了议论文写作的特殊
性——从审题到构思，从构思到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思维在起主
导作用。而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明
确表述：表达与交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
的习惯，发展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 

由此看来，如何有效地解决学生议论文写作问题，如何培养
学生的理性思维，如何进行可行性、有效性和操作性的实践研究，
探讨议论文写作教学思维培养的相关路径，应该成为一线语文教
师写作教学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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