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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预习深研究，未成曲调先有情
吴小红

江西省宜春市第一小学　336000

摘　要：作文难教，教作文最累——这种想法恐怕是绝大部分语文教师的心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作文教学才需要更多

的实践和思考。大家都知道，阅读教学需要孩子们预习课文。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阅读课如此，那么，习作课需要预

习吗？习作课更应该如此。其实，作文预习和课文预习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它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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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难教，教作文最累——这种想法恐怕是绝大部分语

文教师的心声了。因为写好作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多

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个体天赋差异的真实存在，后天积累

的“贫富”不均，练习的多寡不同……都是作文教学需要面

对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作文教学才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思考。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教学内容上，作文课几乎是空白。

很多作文课，我们的语文教师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教什么，

只知道作文课要让学生写一篇作文。于是乎，题目一出，要

求一列，就让学生写作，在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指导上明显存

在不足。这样的习作教学，学生能不害怕作文吗 ? 能不讨厌

作文吗 ?
传统的作文教学方法，老师教会孩子如何列提纲，抑或

是直接告诉孩子们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些什么……最后，

一起关在教室里写作。现在又涌现了作后讲评课的热潮，写

前不做任何的指导，怕影响孩子们的个性张扬，避免千人一

面。作后讲评盛行不久，又有专家指出，作文是可教可学的，

又回到了作前讲解，讲解完习作技巧后再学。就这样，弯弯

绕绕一大圈，孩子们被绕晕了，老师更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到

处乱”飞”。

于是，尝试了以上两种方法后，不少老师又有了重大的

发现。眼下，没东西可写才是最让孩子苦恼的，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孩子们不会写作，不爱写作，大部分原因在于缺乏

素材。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缺乏收集素材的能力。因此，教

师的指导又着力于素材采集的示范和指导上，“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老师又开始千方百计地帮助孩子们找“米”。关于

作文的“米”，一般主要有三种做法：（1）“要重视材料的积

累”、“要学会选择材料”、“要选择典型的材料”的说教。（2）
为训练而训练，老师有意选择几个事例，给出一个中心，让

学生选择最能反映中心的材料。（3）所谓的当堂“生成”作

文内容——游戏作文。

前两者，学生对“积累素材”、“选择素材”停留于知识

性的“知”，蜻蜓点水式的“行”。要想真正具备能力，要

“知”，更要“行”；要“行”，更要长“行”，久“行”。对于

“积累素材”和“选择素材”能力，停留于老虎吃天——无从

下口的无奈中，老师也只好无奈地让学生脚踩西瓜皮——滑

到哪里算哪里。

第三点，课上演一个小品、故事，开展一次活动、做一

个科学实验，学生用当场“生成”的内容写作文，表面看来，

解决了“米”的问题实际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稍微思考一下

便能发现，学生“搜集素材”、“选择材料”的能力，并没有

实质性进展，因为这是老师将准备好的‘米”端放到学生手

中，而不是学生亲自去发现和摘取的。

一个游戏、一次远足、一回实验下的一篇作文，背后都

存在着一个若有所无、若隐若现的教学圈套。每次作文课上，

老师都以所谓的“教学艺术”呈现素材，端到学生跟前，想

方设法让学生睁大眼睛去看，这严重背离了真实的写作状态。

被誉为培养出中国最年轻的专栏作家蒋方舟的母亲、作家尚

爱兰女士说：“发现题材，是最重要的写作才能。如果做不到

这一点，那就等于文字的高位截瘫者，他的文学生活不能自

理，要靠别人才可以存活，等于是一个高度迟钝者，到处都

是食品，根本就看不到哪一种是可以的，要别人指定了才知

道吃。此话的确不算危言耸听。

如何真正地让学生学会作文呢？眼下也有不少老师尝试

了习作预习，但纵观国内外，对习作预习的研究，大多数人

仅仅纸上谈兵，只有部分人行动起来，但有些人却未能坚持

下来。

叶圣陶曾经说过：“要文章写得像个样，应该在拿起笔之

前多做准备功夫。准备功夫不仅是写作纯技术的准备，急躁

是不成的，秘诀是没有的。实际生活充实了，写文章就会像

活水那样自然地流淌。”儿童作家金波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论

述，他认为作文不是到了作文课堂上才去想写些什么，作文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生活积累，是一种审美趣味。写前

预习，就为学生习作有话可写打好了基础，课堂上再有老师

加以引导，学生习作时才会言之有物，笔下生花。显然，习

作预习是当下习作的关键，我们应该打破原有的教学模式，

让作文不再是两课时，让习作飞出教室，走进孩子们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阅读教学需要孩子们预习课文。所谓“预

则立，不预则废”。阅读课如此，那么，习作课需要预习吗？

习作课更应该如此。其实，作文预习和课文预习同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它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有很大的帮助。那么

通过预习，可以解决作文中的哪些难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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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有源头活水来”——在生活中寻找习作素材

作文预习就是要打通习作与生活的桥梁，努力营造轻松

的写作氛围，引导学生将稍纵即逝的生活拉回课堂，打开习

作的思路，发现生活是习作的源泉，习作是生活的表达，从

而进一步激发习作的乐趣和自信心。眼下，没东西可写是最

让孩子苦恼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孩子们不会写作，不爱

写作，大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素材。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缺乏

收集素材的能力。因此，教师的指导应该着力于素材采集的

示范和指导上。梁启超先生强调：教师指导学生作文，应该

着力把握大局，关注整体，多给学生提供材料。为作一文，

他喜欢为学生罗列各种材料，以培养和锻练学生的选择力。

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收集素材本就是孩子们常常碰到的难

题。对于记忆力一般的孩子，在准备写作时，短时间内很难

从记忆中搜到与主题有关的材料，那么此时的孩子就需要老

师让他们提前准备，而不是“临时抱佛脚”，“赶鸭子上架”。

这种提前准备，不正是作文的预习吗？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

丹曾说过，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

活中处处是素材，写作就应该让它回到它的本身，回到生活

中去。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文才言之有物，血肉丰满。

如何收集生活中的素材呢？坚持写“每日新闻”，习作素

材永远“不过期”。何为“每日新闻”？即用一小段话记录每

天发生的新鲜事。以往的做法是让孩子们写日记，然而，孩

子们搜集的素材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雷同的事。而“每日新

闻”则不一样了，这里面记录的便是有新鲜感的事情。虽然

孩子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单调，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的

事，但是仔细观察，生活其实很丰富的。例如：他们每天从

家里到学校，这一路上多多少少都有变化，在家里爸爸妈妈

也在变化着：“他们今天要加班吗？”“今天为什么炒的菜全

都是我爱吃的？”“爸爸妈妈检查作业时有没有发火？”……

学校里的事就更多了，全班那么多同学、老师，所以每天记

录一则新闻，久而久之，习作素材便丰满起来了。朱光潜曾

说过，每遇到可说的话，就要抓住机会，马上写，要极力使

写出来的和心里所想的恰相符合。这种功夫做久了之后，我

们一可以养成爱好精确的习惯；二可以逐渐养成艺术家看实

物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可以发现值得表现的情境；三

可以增进写作的技巧，逐渐使难写的成为易写。

二、时刻准备着，捕捉昙花一现的灵感

灵感也叫“灵感思维”，指文艺、科技活动中瞬间产生的

富有创造性的突发思维状态。而灵感是不受控制的，是生活

中的偶然，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它突如其来，又突然而去，

如同电光石火，来得快，去得也快。写作文也是有灵感的，

如何去抓住这些灵感呢？只有平时有准备地把这些灵感记录

下来，等到在教室写作的时候拿出来才用得上。作文预习正

好为学生的习作灵感铺设温床，并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引

导学生把自己想到的写下来。这真正实现了赞可夫的话——

只有在学生情绪高涨，不断要求向上，想要把自己独有的想

法表达出来的气氛中，才能产生出使儿童的作文丰富多彩的

那些思想、感情和词语。

三、“锦囊出珍品”利用作文预习单做好充分的准备

口说无凭，光嘴上说说，纸上谈兵，不给定方法，孩子

们照样无法预习，等到考试时，想用上一两个有意思的场景，

或者引用歌词、诗句，绞尽脑汁也无法想起。而作文预习单

就是为孩子们提前做好的万分准备。这就好比做裁缝一样，

先给一块完整的布，不管这布哪一部分是所需的还是舍弃的，

一锅端。至于如何裁剪，那是写提纲的事。预习单明确了习

作的要求，若出现“跑题”“偏题”“离题”那所有习作前的

准备都是杯水车薪，甚至一文不值。预习单还涵盖了预习的

方法，如观察会用到眼、耳、口、鼻、心，关键是如何用心

观察。记录一次活动，它会帮助孩子们如何关注人物的神态、

语言、动作、心理等。哪怕是想象作文，预习单也同样重要，

例如，统编版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习作《我和     过一天》，

这个人物可以来自神话故事或童话故事。预习单同样会告诉

孩子们如何为想象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得对这个人物有充

分的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他又

什么秘密武器，或者他说话的口气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口头

禅等等。

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主题阅读助积累

荀子在《劝学篇》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古人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

也会吟。”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可想而知，他的文字肯定

是干瘪的，思想也是呆板的。尤其是中年段的作文起步教学，

孩子们需要模仿，需要范文。毕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

从咿呀学语到口若悬河，从一笔一画的临帖到飞笔走龙的书

画，孩子的一切学习成果都受益于模仿，更何况是作文。高

年级的孩子也需要范文引路，有了群文的主题阅读，他们思

路也就拓宽了。

总而言之，习作的目的是增强学生表达的信心，让学生

善于表达，乐于表达。培养学生养成习作预习的习惯，鼓励

学生习作的信心，使学生能够乐于习作，从而不断地提升学

生的习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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