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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桥头镇白云小学 朱芳芳

在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究竟要如何

把握作文教学的尺度，使教学既落到实点，

又能给学生以写作的快乐呢？管建刚的

《我的作文教学课例》一书告诉了我答案。

管建刚认为：“写作文说到底是关注写

作文的那个‘人’。”写作文涉及三种人：一

种是教作文的人，即教师；一种是写作文的

人，即学生；一种是作文里的人。学生是作

文教学中的核心人物，那么作文教学就应

当是他们自己的事。”

因此我立足于学生的习作心理，以及

自身独特的特点，帮助学生有效习作，并从

习作中找到快乐。

一、从命题激活，引导习作
不难发现，每一个单元结束，即将迎来

新的作文教学之时，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

都是满心忧虑，甚至是痛苦的——教师不

知道怎么教，学生不知道怎么写。

在书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不是学

生缺少生活积累，也不是学生的生活太单

调，而是我们的作文题目没有触及学生内

心的生活感受和沉淀。”

而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关注的点永远

只是停留在“写什么”，却忘了去发现一条

“怎么写”的导火线，去唤醒学生们内心深

处最深刻的感受，刺激他们说出自己最想

说的话。

我把作文题目称之为“导火线”，是因

为你点燃了一头，它很快就会烧进学生的

心里，炸开学生记忆的“火药桶”。

想办法去寻找那条导火线，然后，点燃。

五年级下册关于“人物”的这一单元，

有这样的习作要求：请写出生活中你熟悉

的人，如朋友、教师、家人等。在这样的要

求下，从三年级写到五年级，取题也永远逃

不出《我喜欢的他》《我眼中的他》……学生

对于这样千篇一律的题目产生了疲劳，但

这一次，我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

课堂初始我就对学生说：“同学们，这

节课我们就以‘××的他（她）’来写作。让

老师先来。”我看着班级里最呆萌的男生

说：“‘呆呆的他’，说到‘呆’，非他莫属。课

堂上，身在曹营心在汉，动不动就问，为什

么呀。你们说他是谁？”学生们说出了他的

名字。因为朝夕相处，太熟悉了。

我开了一个头，学生跃跃欲试。

一个男生自信满满地说道：“我要说的

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她’。说到翻脸，她

敢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瞧，她又翻脸

了。前一刻，她还在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讲

述着课文里主人公是如何无私，感动了我

们，也感动了自己。下一秒，天哪，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变脸，面红耳赤地朝开

小差的同学吼道，‘你。给我站起来。’真是

老师吼一吼，学生抖三抖啊。你们猜，她是

谁？”学生们齐齐地把目光投向了我。

有时候，自己还没来得及看懂自己，早

就被学生看在了眼里。为什么他们可以信

手拈来？因为熟悉，因为这话题“烧”到了

学生的心坎里。

命题的激活使这个单元的习作大有不

同，《时髦的她》《暴躁的他》《粗心的他》《糊

涂的他》……学生有举不完的题目，更是有

说不完的话。命题走进了学生的心里，走

进了学生的生活实际。解决了学生习作的

烦恼，带给了他们习作的快乐。

二、从评价指导，完善习作
正如管建刚所说，不仅是写作，甚至是

阅读，都需要及时的反馈。那么，什么样的

反馈才是有效的呢？曾有位教师采取了一

个最为简单的反馈方式，那就是在学生完

成作文的第二天，选一篇作文，在课上念上

一段精彩语句，做几句点评，然后让学生猜

是谁的佳作。

这在无形中加深了学生写作的积极

性，保护了学生对写作的热情。那么究竟

怎样的点评，既可以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

又能吸收好的写作方式呢？这不禁引起了

我的思考。在管建刚看来，点评是作文教

学的重头戏，先写后教，以写定教。当然我

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启发。管建刚把“作后

讲评”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欣赏”

欣赏每一个学生，从欣赏一句话到一

个词、一个字，甚至是一个不起眼的标点符

号。让每一个学生从别人的作文中，学会

欣赏，学会借鉴。课后通过归纳、总结，最

终使它们成为自己的知识。

欣赏也能使学生从写作中获得满足

感，荣誉感。批改作文之时，我会收集一

些好词好句在课堂上加以展示，不仅让

其他学生学习了优秀的写作手法，还能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真可谓是一

箭双雕。

第二环节：“挑刺”

“啰嗦病”“我说病”“重复病”等是学生

写作文时常犯的，我会将有语病的句子一

一罗列，并整理、分类，再次呈现在课堂之

上，让学生共同朗读、比较、评价、修改。自

己读，自己改，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冲击，不

仅帮助学生学会用不同的词语表达意思，

同时还积累了语言，提高了习作过程中自

评的能力，最终使学生的语言变得更准确。

第三环节：“训练”

不论是写得好还是没写好的作文，我

都会把它们拿出来诊断，训练点来自学生

自己的习作，使学生从中获得新的体会。

总之，教师只要根据本班的具体情况，

以学生为核心，尊重学生内心独特的感受，

通过作前命题的激活，作后作文的评价，相

信高效习作便不再是难题。而学生也会从

习作中找到快乐。

书 名：《我的作文教学课例》

作 者：管建刚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肖瑞峰

一直在大学里讲授唐宋诗词的我，本不应与

高考作文有太多的干系，却偏与它结下了不解之

缘，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杭州大学

中文系任教。而师资实力雄厚的杭州大学中文系

一直承担着浙江省的高考语文阅卷任务。于是，

我便有幸成为阅卷教师的一员，得以批阅包括高

考作文在内的语文试卷。

1987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时也被

拔擢为语文阅卷小组长。1992年，我获得教授职

称后，在语文阅卷组织中的角色也被升格为大组

长。1996年，我被任命为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

与此相应，我也就跃居为整个语文阅卷组织的负

责人。

高考作文在语文试卷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

分又相对灵活，一分之差，往往导致考生的排名大

幅度前移或后置。所以，为确保作文阅卷的科学

与公正，我和同事们曾殚精竭虑，推出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举措。

在这过程中，我不敢说阅尽高考作文的满园

春色，但对其繁花似锦的概貌却是熟睹的。如果

换一所大学任职，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缘。

2000年，我调任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不再

主持高考语文阅卷工作。但随着高考制度的改

革，语文试卷由全国统一命题更改为浙江省自行

命题。因为我忝任浙江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省教育考试院多次邀

请我参与高考语文命题的研讨，并指导撰写语文

考试大纲。这样，我与高考作文一度疏离的情缘

便又由冷趋热。

责任所系，我对高考作文不仅继续予以关注，而且不吝奉献

自己的管窥所见。省教育考试院还曾数次力邀我出任高考语文

命题组的组长，由于杂事猬集、分身乏术，我都婉拒了，但内心却

视之为一项神圣而又富有挑战的工作，不胜向往。

让我更加意想不到的是，2015年夏季，我竟因高考作文题

目与我的一次学术讲座内容相重合，而阴差阳错地成为我一向

不屑的“网红”。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我曾在浙江人文大讲

堂作过一次题为“诗品与人品”的讲座，《钱江晚报》整版刊登了

讲座的概要。2015年高考前5天，我老调重弹，应邀在浙工大

健行学院“博雅讲坛”上把这个话题又演绎了一遍。没想到当年

的高考作文题目是：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

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

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

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

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不是命题者与我“英雄所见略同”，就是命题者参考了5年

前的那张《钱江晚报》。

一经好事者传播，在记者的生花妙笔下，我摇身一变，成为

高考作文命题的“神预测者”。不仅有几百家网站热炒相关新

闻，还被微信朋友圈争相转发。这让我感到极为惶恐。

《钱江晚报》编辑部连夜与我联系，想对我进行专访。固辞

不得，专访在两天后占据了其整版篇幅，话题却被我不太配合地

引向了阅读。记者在引言中强调：要写好高考作文，就必须广泛

阅读；如果阅读过5年前的那张《钱江晚报》，何患写不好今年的

高考作文？这似乎多少带有一点营销之意了。在纸媒的影响力

日渐削弱的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令我欣慰的是，记者对这一热点新闻的描述是“不猜而中”，

这既是一种呼应，也是一种反驳。虽非刻意为我正名，也算有所

澄清了。

这一意外事件，固化了我与高考作文的不解之缘。这以后，

我对高考作文的关注度飙升到更高的层面。唯其如此，当我读

到魏爱娟老师精心撰著的《新高考作文微教程》时，眼前不由得

为之一亮，深觉这是一部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优秀著作。

作者是文学硕士，以新诗创作知名文坛，又在杭州学军中学

执教高中语文，多年来对高考作文倾力钻研、悉心探究，深得其

中三昧。本书即是她对高考作文的独特感悟和思考的结晶。

全书由“素材篇”“论证篇”“语言篇”构成，洋洋20万言。各

篇先罗列现有问题，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方案，不作天马行空

式的游谈，而将现代写作理论犹如盐化水般地融入一个个典型

案例的精当分析中。其文字则似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略无窒

碍，读来快意。

也许是我的偏爱，在我看来，本书知行合一，文质兼胜，且切

于实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高考作文辅导用书。考生一卷在手，

既可得到理论知识的沾溉，又能得到实战经验的启迪，必定获益

匪浅。（作者为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 名：《新高考作文微教程》

作 者：魏爱娟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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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中心小学 鲍佳宁

我的书房是整个地中海风格房子布局的一部分，名为“蓝色畅

想”，寓意为尽情畅游在书海中。书房作为新房的一部分，全部由本

人亲自设计，包括布局和选材。家里人可以在这样温馨的书房中画

画、写字、阅读等。

蓝色畅想

习作之源

藏书数量：2200余册

书房面积：8平方米

建成时间：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