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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的真实写作谈作文教学改革  

◎刘惠丽

作文教学效率不高是长期困扰作文教

学改革的老问题。虽然几十年来作文教学

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大面积提高作

文教学效率，建立科学的作文教学体系方

面还有待突破。作文教学效率不高症结何

在？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讲的多，

练的少，而且练不得法；二是重形式，轻

内容，脱离生活，脱离学生思想实际。因

此，学生的写作能力主要是通过真实的写

作来发展。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写作，它又有什

么特点呢？它以真实的阅读为前提，让学

生在大量、持续的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或

以交际实用为中心的写作实践中发展写作

能力，同时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等综

合语文素质也得到提高。在日常生活中学

生的自主写作如学生自己写的日记、书信、

读书笔记或为某一实用目的而写的发言

稿、广播稿、实验报告等大都属于真实的

写作。在教学中广大语文教师创造出来许

多有效的作文练习方式也是真实的写作，

如不命题的周记，日记或课外练笔，还有

围绕某一学生关心的话题展开的讨论作文

等。真实的写作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真实的写作必须是真实的，即

写作必须有真实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

写作必须与生活相结合，必须与学生的思

想实际相联系。学生为真情而写作，为兴

趣而写作，为交际而写作，为实用而写作，

总之，是由所为而作。在写作中，学生关

注的是写作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从目前见

到的一些调查材料看，几乎所有的作文尖

子都认为作文课和课堂作文训练对提高作

文水平帮助不大，作用不明显。他们认为，

写作能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课外大量的阅

读和写作。在他们那里，作文不再是一种

苦差使，不是搜索枯肠的挤牙膏，也不是

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作文是抒写心灵的园

地，是联系社会的纽带。为什么会有这种

区别？这就是因为课堂作文训练主要是针

对形式的，是不真实的，而课外自由读写

主要是针对内容的，是真实的。其次，真

实的写作以真实的阅读为前提。古人在这

方面有很多经验之谈，像人们熟知的“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杜甫

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有杨

雄的“大抵能读千赋则能为之”，欧阳修

的“无他术，惟勤读而多为之，自工”。

这些都是说“多读”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基

础。从一些典型个例看，学生中的写作尖

子大多是从大量阅读开始走上爱好写作道

路的，许多作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开

始只是对阅读感兴趣，读得多了，积累了

语感，自然就开始写了。由于有大量的阅

读作基础，写作能力的提高也很快。第三，

真实的写作是一种大量、持续的写作实践

活动。写作能力从根本上讲不是一门知识，

而是一种技能。作为一种心智技能，写作

能力必须通过大量的写作实践才能形成和

提高，而不是单靠讲几篇文章作法之类的

东西所能奏效的。真实的写作不仅要求在

写作实践中学习写作，而且要求这种写作

实践是大量的、持续的，只有经常性坚持

不懈的真实的写作，才能达到提高写作能

力的目的。

目前，作文教学有一个共同的趋向，

就是向生活靠拢，以内容为中心，这就是

体现了真实的写作原则。如何全面提高作

文质量？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根

本的改变：

第一，要改变以形式为中心的作文训

练体系，建立以内容为中心的作文训练系

列，使作文教学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思想

实际。具体地说，就是要根据学生认识水

平和思维能力发展的实际确定作文的内容

主题，作文练习中，为学生创设真实的作

文情景或确定一个交际实用目的，让学生

有感而发，有话可说，或通过作文达到某

一交际实用目的。还应该进行与学生生活、

思想密切相关的经常性的课外练笔，在练

笔中，学生可以不拘长短，不拘泥于结构，

纯粹为了“写点什么”。由于真实的写作

写的是学生想要说的话，不会增加学生的

负担。

第二，要大幅度增加写作实践量，养

成经常写作的习惯。过去我们的作文教学

大多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每学期完成

六至七篇大作文，这个训练量显然是不够

的，现在许多学校按“七大七小”来确定

作文训练量，其实这仍然是不够的，而应

尽力让学生转被动为主动，把练笔当成自

己生活学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经常

性的课外练笔，结合其他学科课程和活动

进行的真实的写作也是大幅度增加作文实

践量的一个途径。

第三，改变作文评改方式，提高作文

训练效率。长期以来，作文批改一直是语

文教师最头痛的事，不仅因为一本一本批

改费时费力，还因为这种批改往往是劳而

无功，学生或者只看一下分数，或者是这

次指出的错误下次照犯。于此，教师应把

时间和精力用在促使学生进行大量真实的

读写实践上，让学生在读写实践中提高写

作能力。在作文评改方面许多教师有不少

经验可供借鉴，如选择典型作文重点评改，

其余快速浏览，重评讲指导，重及时反馈，

或组织学生互批互改，或在教师指导下学

生自批改。当然，不管采取哪一种评改方

法，都要贯彻注重实效，提高效率的原则，

把重点放在让学生进行大量读写实践上。

第四，要开展丰富多彩的作文活动，

营造真实的作文环境。改变作文教学单一、

单调的状况，提高学生的作文兴趣。

最后必须说明，虽然真实的写作强调

以内容为中心，但并不排斥作文的形式训

练。真正完整科学的作文教学体系应该是

注重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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