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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对现实——透视当前小学作文教学现状

一、从“一问三不知”看小学作文教学问题的实症

1. 什么是作文 ?

无论成人还是孩子，每干一件事之前必须向他讲清楚：我们要去干什么、为

什么要去干这件事。这样，参与者才能增强主动性，愿意和你去一起做事情。

教作文也是一样。

作文是每个孩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面对的一件事。可是，我问过全国

各地的中小学生：

“什么叫作文啊 ?”

“嗯……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写作文呀 ?”

“嗯……不知道。”

“作文应该是什么模样的呢 ?”

“嗯……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我真奇怪，一个不知要干什么的人怎能心甘情愿地、快快乐乐地、积极主动

地去跟你学习呢 ?

这些学生稀里糊涂地学习了几年的作文，却不知什么叫作文，不知作文有什么用。

这是中国中小学作文教学的一个悲哀——问题发生在学生身上，而根子则在

老师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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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的教学方法，我认为，第一节作文课就必须向学生讲明白“什么是

作文”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作文呢 ?

作文有两种解释：第一，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意义的人或事写

出来，也让别人感到有意义。这就是作文。在这里要强调“写”。

把有意义的人或事讲给别人听，叫讲故事；把有意义的人或事画出来，叫绘

画；把有意义的人或事唱出来，叫歌曲；把有意义的人或事编成舞蹈跳出来，叫

舞蹈。只有把有意义的人或事写出来，才叫作文。

对求学的中小学生来讲，这是作文学习的第一阶段，或称为初级阶段。

&&童谣

作文是什么

人间生活日日新，

五彩缤纷美如神；

认真观察多思索，

写出文章叫作文。

那么，作文的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是什么呢 ? 是指老师、作家、科学家等成人，

把有意义的人或事写成文学作品、论文等发表出版，这也是对作文的第二个解释。

相信如此一讲，学生既明白了什么叫作文，也明白了作文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2. 为什么要学作文呢 ?

对于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不知道学习作文的目的，学生就缺

乏动力，缺乏信心，缺乏拼搏的勇气。因为作文不好学，没有固定的章法与现成

的模式。因此，老师一开始就必须将学习作文的目的向学生讲清楚，并让学生真

正懂得学习作文与他一生的密切关系。

在教学中，我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方式向学生讲述作文写作

的目的，由此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概括地说：学好作文是“三求”的需要，与每个学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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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求学：无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必须掌握作文方法，写好作文，因为

这是求学的需要。作文在中考中占有重要位置，中考语文分数满分为120分，而作

文占50分。作文在高考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高考语文分数满分为150分，而作文

占60分。如此说来，作文在中考、高考中所占的分量是很重的。我早年曾在应邀为

青年作家讲课时这样说过：“作文不好，好大学无门！”如今，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二是求职：求学的目的是要参加工作，也就是求职。如果一个人文笔优秀，

在学校期间就发表过不少文章或作品，还发愁毕业找不到工作吗 ? 还会发生“毕

业即失业”的可悲现象吗 ?

三是求生：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总要与文字打交道。写总结、写报告、

写发言稿、写贺辞、写情书，甚至受人之托写悼词……哪一样不在彰显你的文采 ?

文笔好的人处处受青睐，文笔差的人事事不得意，这已经被无数人的成长之路所验证。

如此有关“求学、求职、求生”的讲解，哪个学生听了不动情 ? 哪个学生听

了不对作文“肃然起敬”从而去认真地对待呢 ?

正由于学生看清了“未来的路”，才会点燃认真学习作文的热情，应该说，

这是事半功倍之举。

&&童谣

学好作文大本领

学好作文大本领，

一生光辉伴你行；

求学写出好作文，

重点学校有你名；

大学毕业去求职，

作文高手到处争；

人的一生多灿烂，

学好作文传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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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文是什么模样的呢 ?

应该说，任何人或物，都有它的独特模样。

如果我问：“请问，你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

顿时，每个同学的脑海里便会立刻浮现出一位或胖、或瘦、或黑、或白、或

高、或矮、或长发、或短发等具有清晰形象的女性。

这就是母亲的模样。

如果我问：“请问，你们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呢 ?”

每个同学的脑海中又会浮现出或一幢楼、或一排房、或几间屋等不同的景象。

这就是学校的模样。

那么，作文是什么样子的呢 ?

对于学生来说，这个问题是抽象的，学生的眼前一片白光。

其实，作文的模样与人体一样。

头、肚子、脚，人称“三大件”。

而一篇作文，也是有头——开头，有脚——结尾，有肚子——故事。而且，

它们完全可以对应起来。

我认为，许多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中“前戏”功夫做得不够，没有把作文的

概念给学生讲明白，急于求成，结果则是事与愿违。

二、当前小学作文教学的 4个误区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情看似正常，却有误区，作文教学也是一样。

也许有的老师会说：“我们一直是这么教作文的呀，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呀。”

似乎他的意思是：存在即合理。

其实，现实中存在的不见得就是合理的。比如，许多人坚持早晨起来锻炼，

认为早晨空气新鲜。其实不尽然。据科学测定，清晨锻炼不宜过早，而且空气污

浊、雾霾超标的早晨都不宜出行，否则不但对健康无益，还会导致呼吸道感染等

多种疾病。过去许多人都说：“吃得饱，才是最大的幸福。”其实也不尽然。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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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要分时间，是早晨吃得饱，是中午吃得饱，还是晚上吃得饱 ? 依据当前科学的

养生方法，晚上不宜吃饱，对肠胃不好。

因此，并非现实存在就一定合理，一贯实施的作文教学法也并非一定科学。

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在当今的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着 4 个误区。

1. 只重视微观而不重视宏观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先后听过小学低、中、高年级作文老师的第一节课，

其模式基本上是这样的：

“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作文课由我来教。我姓 ×，以后大家叫

我 × 老师吧。今天我们来写一篇记事的作文。记什么事呢 ? 比如，记一次春游，

记一次运动会，或记一次家庭劳动……”

如此侃侃而谈，短时间内便切入作文主题。

我认为，就学生学习作文来看，具体如何写好作文，只是微观。而为什么要

学作文、什么叫作文、作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学习作文难不难、小学作文有几

种样式等问题才是宏观的，应该首先向学生讲清楚，要让学生“写明白作文”。

什么叫“写明白作文”呢 ? 就是让学生从开始接触作文时，就弄明白写作文

的原因、作用、种类，等等。学生只有明白了，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写，才会把它

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去做。

2. 只重视知识而不重视方法

知识与方法不是一码事。

知识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

方法是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如工作方法、思

想方法等。

有人说：“高水平的教师讲方法，低水平的教师讲知识。”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在一些作文老师的作文课上，我听到的是老师在不厌其烦地让同学们抄写优

美句、段、篇，认真地向同学们讲一个词的解释以及笔顺写法。应该说，在作文

教学中这是必需的、重要的教学过程。但是，这不是方法。老师应把写作文的规

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归纳出来，总结出来，以便学生很快地掌握一些写作捷径。

可以说，方法是经验的总结，是质的飞跃。在这方面，许多数学、英语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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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做了很好的示范。由于他们教学经验丰富，总结出来的独特的学习方法让学生

受益，并且受到学生的爱戴。相比之下，在作文教学中，由于作文本身的特殊性，

以及“文无定法”的个性，老师在总结、归纳方法上，比数学、英语少了些，因

此也凸显了作文教学的困惑。

3. 只重视老师自己动手而不重视学生的参与

在作文教学中，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这是对的。但我认为，在作文教

学中，同样不可忽视学生的“参与”。因为作文是一种个体的思维活动。教师的

教学必须通过被教育者的密切配合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否则，教师唱独角戏或

让学生“被”教育，都是不能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

比如，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写出了一篇作文。然后，老师对学生作文进行审阅、

点评。然而，面对一篇不理想的作文，老师应该如何批改?是老师自己动手，大刀

阔斧地“帮”他改，还是指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改?这里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在评审一些作文大赛的大量来稿中，我发现，有的老师把自己用红色修改的

作品发来，有些作品甚至被修改得红黑各半、红黑分明。

说心里话，我十分钦佩这位老师的认真与从业精神，却又不同意这位老师的

做法。为什么不把问题指出来让学生自己去修改呢 ? 这样既保留了学生的思维本

色，又锻炼了学生修改作品的能力，为今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4. 只重视教师的自我表现，而不重视学生的知识积累与传承

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作文教学的板书上。

作文教学是否需要板书、怎样板书，并没有详细的规定，而且我发现，在北京，

许多退休的老教师，小学、初中的高级教师，以及教了大半辈子的“资深”教师

在作文教学中也从不写板书，而有的老师为了在学生面前显示自己粉笔字的“帅

气”，在偌大的黑板上不时地龙飞凤舞，写了歪七扭八的几个字，由于手的力度大，

角度斜，好端端的一支粉笔被折成几段……

这里有两个问题：作文教学要不要写板书、怎样板书。

我是主张作文教学要有板书的，而且要工工整整地写板书。因为这是教学的

需要，而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展示教师个人写字是否帅气的平台。

由于后面还要详谈此问题，这里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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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教他们写好 
满分作文的 6个秘法

一、看：打开视野的门窗，认识有趣的作文世界

人的一生中，“看世界”是第一位的。有人说，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通过“看”

而获得写作素材的，而写出来的文字也是“看”的反射。如此可见，“看”对于

初学写作者来说，是何等重要。

为了强化“看”的功能，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我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看”

的“渲染”。实践证明，这是培养学生亲近作文、热爱作文、写好作文的“第一步”。

1. 营造环境，培养兴趣

人的兴趣不可强求，而要靠培养。为此，我们把作文培训班的环境“加以改

造”，使之成为与“作文”相匹配的“景点”。

从走廊、课堂到观察室，“生活”百态尽收眼底，不但有四季风景画、十二

生肖图、花卉、鸟虫图，还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纪念品，比如，蓝色的内蒙

古哈达，白色的西藏哈达；再比如，埃及的金字塔、澳大利亚的卡拉熊、巴西的

足球、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日本的和服……

为了让同学们亲近小动物，观察小动物，描写小动物，我们还在观察室里饲

养了鹦鹉、松鼠、田鼠、金鱼、热带鱼、巴西龟、蝈蝈，等。

“小小的天地，大大的世界。”这是同学们对我们的教室、观察室的赞誉。

同时，为了培养学生写作兴趣，我们还带学生到室外观察，因为有的课在室

外上要比在室内上好得多。比如，观察四季变化、车水马龙、人物多种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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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是写作的大课堂。

当然，组织室外观察，学生们都很高兴。但组织起来，也要做到多个注意：

（1）注意安全

教育工作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组织室外活动前，老师应做到心中有数，

而且要“先行一步”，把行走的路线、观察的内容看好，切不可临时行动。比如，

有的地方存在安全隐患，老师不事先掌控，就会出现问题，得不偿失。

（2）注意内容

室外课堂，重点在“看”，而不是写。先看什么、其次看什么、最后看什么、

看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应考虑周全，切不可临时灵机一动，随

意变化。

（3）注意时间

室外课堂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即便是观察内容丰富，也不可“满堂灌”，

一般占用一节课三分之二的时间足矣。因为室外上课，自然条件很重要，天气过

冷或过热、风太大、雨太大、雾太大、雪太大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健康。因此，在

安排室外观察课之前，要做好周密的安排，提前通知是必要的，气候变化的预知

也是必要的，而服装的增减、雨具的准备等，都应事先安排。

（4）注意设备

外出观察生活，学生们不但要看，还可以拍照片、录像，用笔记本记录，等等。

所有这些“设备”也要安排好，不可乱，不可丢。否则，闹得课后不愉快，或家

长意见纷纷，则会因小失大。

（5）注意提高

由于课外观察真实、细腻、具体、准确，因此学生们写起作文来，也应该“言

之有物”。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老师应教学生具体的观察方法。比如，由远到近、

由大到小、由高到低、由外到里……“依次”观察，才会获得真实、准确的内容。

应该说，老师应在实际生活中教会学生观察生活，使其终身受益，这是十分重要

的。而这种提高也可体现在对作文的讲评上。学生写完观察日记或观察作文，老

师应抓住重点、抓住特色进行讲评，使同学们学会观察与表述，才是观察作文教

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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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链接

作文在哪里 ?

潘小雷

作文在哪里 ? 你一定会说，作文不是在你的本子上吗 ? 我说不对，那是写出

来的记录，而作文就在我们教室的墙上、观察园和饲养角里……

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不好，不知挨了爸爸的多少次打，也不记得挨了妈妈的多

少次唠叨，但“作文难”如同一个怪怪的影子，一直跟着我，赶也赶不走。

可老师在作文课上并不多讲，不是让我们抄课文，就是抄好词好句，要不就

是命令式地说：“拿出纸来，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妈呀，我爸爸

刚记事的时候爷爷就死了，靠着大姑把爸爸拉扯大，爸爸没有了爸爸，让我上哪

儿去找爷爷 ? 没有爷爷又怎么写《我的爷爷》呢 ?

作文课成了我的鬼门关。

听别人说，五洲作文学堂有个作家宗老师作文教得好。我决定去试试。因为

越往后作文越重要。尽管我的英语、数学都不错，可光这两样好也不行啊 ! 作文

把分拉下去，我还能考上好中学吗 ?

一进五洲作文学堂的教室，我的眼睛就不够用了，墙上贴着两张大画：一张绿、

一张黄，那叫春秋图。两幅图把我引进了两个神奇的世界：绿得犹如树叶滴着水；黄

得好像落叶飘……那幅黄的图上，有一个草窝，里边有两颗白乎乎的蛋，上面卧着一

只黄色的大鸟，啊，它在孵娃娃……为了不打扰它，我悄悄地从两幅画旁边走了过去。

教室的四周挂了许多镜框，里边的大照片是同学们的合影，以及宗老师在外

地讲学的见证，和电视台记者对他的采访，哇，这里真是作文的天下呀 !

抬头望去，前边的小阳台上被布置得五彩缤纷，挂满了宗老师率领中国作家

代表团出访五大洲带回的纪念品：巴西的彩球、埃及的金字塔、俄罗斯的雕塑像、

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挂件、日本的香料壶……而拐角挂的几个铁笼里，鹦鹉在

叫、松鼠在蹿、仓鼠在钻、铁架鱼缸里的金鱼在游、土盆里的乌龟昂着头在向外

张望……这里可真是个迷人的世界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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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地，我的眼前飞来了笔、飞来了纸，也飞来了一张张微笑的脸，而且在向

我说着什么。他们对我说什么呢 ? 听见了 ! 听见了 ! 他们让我写一篇作文……

我抓住笔，铺平了纸，不停地写了起来。啊，作文，原来你在这里 !

春天的雪景

金柳那

清晨，我的小闹钟丁铃铃地响起来，催促我起床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哇 ! 下雪了呀 !”我不禁惊叹起来，然后赶紧穿好衣服，

和弟弟去看雪景。

“但是春天怎么下雪了呢 ? 管它呢，我这次可要好好地欣赏这春天的雪景。”

我一边想着一边开开心心地下楼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那一

棵棵柳树早已挂满了毛茸茸的雪，柳枝像一根根蓬松松的银条似的。我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枝条，雪屑滚下来一些，落在草地上。我低头看，小草也被白

皑皑的雪覆盖着。我记得，前几天小草刚刚发芽，现在却又披上了一件厚厚的白

地毯。我看见茁壮的松树上也堆满了雪，树枝被压弯了。再往前走，我看见清洁

工在认真地扫雪，正在为大家开辟一条通往马路的小路。

这时，弟弟像突然冒了出来似的，往我这儿一个劲儿地砸雪球。他笑嘻嘻地

一个接一个地把雪球掷在我身上，雪在我的身上开了花。我也不甘示弱，从地上

拿起雪，紧紧地攥成好多“雪炮弹”，也往他身上打。我们俩就这样，你来我往

地玩起打雪仗来，多么快乐呀 ! 这片春天的雪景里，洋溢着温暖，充满了我们的

笑声。

我往前方望去，发现有些孩子在一起堆雪人，“看那儿，他们堆了一个大雪人 !”

弟弟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然后拉着我的手找了个地方，我们也堆起雪人来。

虽然堆得并不大，但是我们很开心。我、弟弟和这个小雪人照了相。这张照片可

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它记录了我和弟弟在春天的雪景下玩耍时快乐的心情。

春天的雪景充满了诗情画意，我要永远保留那张珍贵的照片，它是记录我心

情的照片 ! 春天的雪景，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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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整板书，利于记忆

在“看”的教学中，营造环境是“作文入门”，室外观察是“兴趣培养”。而室

内讲课——让学生“看”出作文的“门道”，才是培养学生进入作文之“道”的关键。

在这里，写好板书则是第一位的。

在作文课上，学生看老师教学，首先看到的是老师的板书。

对于板书，不同老师有着不同的态度，但不外乎“不必要写板书”“写下重

点词语作为板书”“完整板书”三种。

我同意第三种，而且坚持每节课都书写详细板书。我听过许多老师的课，有

的小学高级教师（甚至特级教师）在上作文课时，黑板十分干净，一字不写。我

不明白，面对刚刚学习写作文的小学生，只在课堂上“听”老师东西南北地讲一

通，就会写作文了 ?

我也见过某些小学高级教师讲作文课时只在黑板上写几个重点词语，东一行，

西一行，龙飞凤舞，潇洒得很。但面对求知的小学生，不规范的字迹，对学生有好处吗?

我认为，老师应书写板书，而且要工工整整地书写：一则，让学生了解本节

课的上课内容；二则，便于学生记忆，深化讲课内容；三则，便于课后家长检查，

让家长了解老师讲课内容，以便家长指导学生复习；四则，便于学生积累资料，

传承写作方法；五则，有利于学生书写水平的提高。

请看以下三种板书样式：

2013 年 3 月 6 日  星期日

第 1课（四年级）

一、欢迎新老学员参加作文班。

二、谁知道小学作文的种类有几种 ?

（讨论后填写）有 6 种：记事、写人、描景、状物、想象、感悟

三、关于讨论“寒假中一件难忘的事”的座谈会。

如果写作文的话，首先要审题，注意题目中的几个点，作文才不会跑题。

（讨论后画出）

1. 寒假（不是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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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件（不是两件）

3. 难忘（印象深刻）

4. 事（而不是人或其他物品）

四、改病句：

小明给奶奶去败年。奶奶笑住给了我 100 元钱。弟弟真高兴。

修改后：我给奶奶去拜年，奶奶笑着给了我 100 元钱，我真高兴。

五、讨论以下关于“冬天”的成语或词语：

1. 雪花飘飘；2. 大雪纷飞（这两个词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3. 寒冬腊月；

4. 冰天雪地；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意是什么 ? 比喻什么 ?）

六、按照“寒假中一件难忘的事”的意思写一篇自命题作文。

七、讲故事：《龟兔又赛跑》

2013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三

第 5课（五年级）

一、复习：小学作文样式有几种，分别是什么。

二、复习：写人作文的特点是什么、观察顺序是怎样的，请举例说明。

三、写人作文的范围有哪几个方面。

爷爷奶奶（家人）

老师同学（学校人）

售货员、保安员、路遇的人（社会人）

写人

四、写一篇写人作文。

要求：1. 自命题；2. 写熟悉的人，也可写接触不多但引起你注意的人；3. 按

作文模样去写；4. 注意真情实感；5. 注意运用优美词句

五、积累以下关于描写“人物”的成语：

落落大方、和蔼可亲、急赤白脸、龇牙咧嘴、愁眉苦脸、悲痛万分

六、改错：

1. 我和同学一起出门玩，他的气门芯坏了，我就把我的拔下来给他装上，我

们一起高高兴兴地骑车回家了。



13

第二章 面对学生——教他们写好满分作文的 6 个秘法

修改后：我和同学一起出门玩，他的自行车气门芯坏了，我把我新的气门芯

给他装上，就一起高高兴兴地骑车回家了。

2. 运动会 100 米短跑比赛终于开始了，同学们像一只只脱缰的野狗奔了出去。

修改后：学校运动会 100 米短跑比赛终于开始了，同学们像一只只脱缰的野

马奔了出去。

七、讲故事：《数数的小狗》

2013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二

第 6课（五年级）

一、复习：写人作文包括哪几种，请举例说明。

二、复习：写人作文的特点是什么 ? 观察的顺序是怎样的 ?

三、点评半命题写人作文《×× 的 ××》：

之星：3 个

优秀：18 个

进步：3 个

未完成：1 个

25 人

读《爱变的妈妈》（“之星作文”）

讨论：这篇文章你说好吗 ? 为什么 ?

读《爷爷的绝招》（“进步作文”）

讨论：这篇文章你认为好吗？为什么？

四、改错：

1. 边走边笑的说：“好吧，我一定去。”

修改后：奶奶边走边笑地说：“好吧，我一定去。”

2. 奶奶笑的可甜了，我见了很高兴。

修改后：奶奶笑得可甜了，我见了很高兴。

3. 老大娘拿出四张 500 元的人民币。

修改后：老大娘拿出四张 100 元的人民币。

五、积累以下关于“表情”的成语或好词：

微微一笑、笑逐颜开、慈眉善目、痛哭流涕、怒发冲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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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讲故事：《给奶奶买电脑》

3. 三幅宝图，突出方法

我所教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以满分作文的成绩小学毕业。在他们的总结中，都

会提到“是宗老师的三幅宝图教我学会了写作文”。

说起这三幅“宝图”，就是我在黑板上给他们画的用以指导学生写作文的三

幅图。我不但画出来，还让学生画出来，并且要求他们背着画出来。

在这里，“看”充分发挥着写好作文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阐述明白，下面将依照三幅图的使用顺序分别予以说明。

（1）《搜集写作素材人体图》

从古至今，写好作文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写什么、怎么写。

写什么，即解决搜集写作素材的方法；怎么写，即有了素材后的表现手法。

这是两个千古不变的命题。

没有写作素材，就如同要做饭却没有米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有了米

面如果没有好的制作方法，也不会成为美味佳肴。一前一后，相辅相成。

任何作文研究流派，如果不找出适合中小学生运用的“搜集素材”的“方法”

而谈教学生写好作文，就是一句空话。

我根据自己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归纳总结了一套与众不同的、围着人体转

的搜集写作素材七条路。它被学生们称为“第一幅宝图”（见图 1）。

这不是随便排出的顺序，而是根据人体的功能运用的多少而排出的。比如，

眼睛是写好作品的首要“搜集器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关闭了“心灵

的窗户”，将会有 80% 以上的素材无法获得，所写出的作品也一定就少之又 

少了。

为了便于学生记忆，我教学生一首《搜集素材七条路》童谣。

&&童谣

搜集素材七条路

搜集素材并不难，全身器官有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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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眼睛仔细看，大千世界记心间；

                二要嘴巴问得细，不知的事情记一记；

                三要耳朵认真听，有趣的故事记心中；

                四要脑袋多想象，优美的童话从天降；

                五要鼻子闻一闻，谁香谁臭好区分；

                六要舌头尝一尝，酸甜苦辣分得清；

                七要用手摸一摸，软硬冷暖任我说。

                七个器官都用活，作文的素材一火车。

图  1

④头想
③耳听
⑥舌辨

①眼看
②口问

⑤鼻闻

⑦手脚触摸

下面根据七个器官搜集写作素材的顺序进行讲述。为了更有说服力，笔者选

入一些学生作文，这样读起来更具有说服力。

A. 眼看：作品主要的素材来源

眼睛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大千世界的快乐与痛苦、喜悦与悲伤，以及万事万物

的色彩、形态、变幻与方位。只有充分发挥“眼看”的作用，才会写出妙趣横生

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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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

一件一件看得细

大大的眼睛很有神，

身边事情看得真；

是人是物见分晓，

是喜是悲能区分；

是红是绿弄明白，

是好是坏有佳音。

一件一件看得细，

写在纸上成美文。

&&范文链接

可爱的大熊猫

王不赖

大熊猫非常爱美，所以，它天天戴着一副大墨镜。

它觉得戴上这副墨镜，真是帅呆了，酷毙了；它觉得自己比孔雀都要漂亮，

比梅花鹿还要美；它觉得自己走路时的姿势非常优雅，比企鹅还有风度。总之，

它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天下第一酷，没人敢和它比。

大熊猫吃竹子时的样子，就像小孩在不慌不忙地吃奶，可爱极了 !

尽管如此，大熊猫也有烦恼，因为它的肚子像个大皮球，所以，它很想减肥。

大熊猫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科学家们把它叫作“活化石”。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

教学延伸：指导学生认真阅读以上作品，并引导学生认识“眼看”的重要性。

方便时可组织学生在户外观察行人、树木、风光等，并指导学生写出一篇作文。

B. 口问：报告文学的主要素材来源

“口”能帮助我们获得自己所不知道的信息与资料。比如，作家写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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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其材料的获得都是来自于“口问”的。

&&童谣

嘴巴问这又问那

鼻子下面有嘴巴，

嘴巴问这又问那；

一问过去是啥样，

二问历史怎变化，

三问事情怎发展，

四问是你还是他；

问得明白记得细，

写好作文人人夸。

&&范文链接

90 后采访“90 后”

宗  煜

我，1999 年出生，是“90 后”；我的老祖（我奶奶的父亲，简称“祖”）今年

90 多岁了，也是个“90 后”。今天，我这个“90 后”要向老祖这个“90 后”问问

养生的秘诀。

采访是在老祖家的卧室里进行的。

我：老祖，您是哪年出生的 ?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

祖：我是 1922 年 3 月 9 日在丰台出生的。当时正在军阀时代的知凤战争，

许多人逃到北京，很乱。（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

我：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呢 ?

祖：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读高小（小学五六年级）呢，学汉语、日语和英

语三种语言。

我：那您能跟我说一句英语吗 ?



18

小学满分作文教学法

祖：好吧。How o1d are you?（你几岁了 ?）

我：I’m e1even years o1d。（我 11 岁了。）

我：老祖，您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现在竟然还记得，真厉害。那您像我爸

爸那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呢 ?

祖：那时候已经解放了，我做铁路信号员，后来当了列车长，一直干到退休。

我：那您退休之后都干些什么呢 ?

祖：退休之后，我天天锻炼身体、玩鸟儿、养鸽子，有名的有紫环儿、墨环儿、

紫猴头、黑猴头。后来好多都被黄鼠狼咬死了，不养了。（露出了失落的神情）

我：您都 90 多岁了，身体还这么好，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

祖：也许我有长寿基因吧。我的姥姥活了 100 多岁，她的几个儿女也全活到

了 90 多岁。我也爱锻炼，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双打，我全会。年轻的时候我

还举哑铃、练摔跤呢。我现在还爱喝茶，也许这也有助于长寿吧 !

我：现在电视上有许多养生节目，大家对此褒贬不一，您对此怎么看 ?

祖：我不听养生节目的话，我只根据自己的身体调节。

我：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们这一代少年儿童在健康方面有什

么建议吗 ?

祖：我希望你们少吃洋快餐、多吃菜、少吃肉，听老人的话，做健康的好少

年 !（老祖的两眼炯炯有神，笑眯眯的。）

采访之后，老祖又和我谈起了学习。他嘱咐我要好好努力，记住一句古语：“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听了十分感动。在离开老祖家之前，我想，快乐心情、

坚持锻炼和爱喝茶是否就是老祖的长寿秘诀呢 ? 我从内心感到：这是一位多么健康

的老人啊 !

C. 耳听：纪实文学与声音变化的素材来源

耳朵在帮助我们搜集写作素材时起到了两种作用：第一种是配合口问，把被

问人的回答反馈给本人；第二种是搜集各种声音，如马达的轰鸣、各种鸟兽的叫

声等。正因为有了“耳听”的帮助，我们的作品才能声情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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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

各种话儿听仔细

两只耳朵分东西，

各种话儿听仔细；

逗人的故事哈哈笑，

悲凉的故事泪水滴；

智慧的故事想一想，

求知的故事问到底。

一个一个记下来，

作文写出争第一。

&&范文链接

魔    灯

于艳君

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

子叫大生，脾气暴躁，还特别懒惰；小儿子叫小生，生性善良，乐于帮助别人。

两位老人把儿子们养大后，便相继死去。

大生怕弟弟连累了自己，便决定分家。分家后，大生由于染上了赌博，不久

就把家产输光了。而小生分家后，自己去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大生看到了，

心里有点嫉妒，于是便想得到这笔钱和小生所有的家产。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心想：“用什么办法才能得到小生的家产呢 ?”终于想出

办法来了。

一天晚上，大生把小生引到井边，骗他说自己的东西掉了下去，让小生帮忙去拿。

小生刚要下去，大生便使劲推了他一把。小生只觉得沉沉的身子在往下坠。不知过

了多长时间，他躺在了一条巨蟒身上。他心里想，自己的死期到了。谁知，那巨蟒

竟开口说话了。它说：“朋友，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想求你一件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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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想了想说：“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巨蟒看小生很和气，便接下去说：

“有根树枝扎进了我的眼睛里，请你帮我拿出来吧，我会报答你的。”小生听了说：

“好吧，我帮你拿出来。”说完，便把巨蟒眼睛里的树枝拿了出来。巨蟒非常激动地

说：“现在该我兑现诺言了，我把我的眼睛献给你，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想要什么就

对它说，它一定会帮助你的。”说完便消失了。谁知，一转眼，那只眼睛变成了一盏 

魔灯。

小生对着魔灯发愣，他突然想起了巨蟒说的话，便说：“魔灯，魔灯，我要

上去。”说完，他便到了井上面，看到哥哥正在享用自己用心血换来的东西，心

里十分恼火，于是便说：“魔灯，魔灯，我想要回我的财产。”说完，大生又到了

自己以前的那间长满青草、四壁露天的屋里了。小生呢 ? 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后来，哥哥不甘心，又想偷魔灯。这天，大家都到小生家里欢聚，大生也不

例外，于是他便找机会，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魔灯藏进了自己的怀里。回到家，

他已是遍体鳞伤了。这是怎么回事 ?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中毒身亡了。原来，魔灯

只能为善良的人所有，一旦落到心肠恶毒的人的手里就会变成蛇，给他应有的 

报应。

大生死了，小生又重新得到了魔灯，过上了自己以前那种幸福的生活。

D. 头想：童话与幻想作品的素材来源

头脑是思维器官。一切美好的、离奇的、怪异的、神秘的想象都要靠它来完

成。而所有的科幻小说、童话、动画片等作品都是“头想”的结果。

&&童谣

脑袋虽小却聪明

脑袋虽小却聪明，

发挥想象建奇功，

天上飞来地上跑，

再到火星走一程。

吹牛的老鼠明星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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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了猴子孙悟空；

离奇的故事真有趣，

超级童话第一名 !

&&范文链接

谁 是 元 凶

宗  煜

2108 年的一天，医院里的人爆满，因为好多人都晕倒了。法医发现晕倒的

人的肚子里都有米，警察马上去找种米的农民。

警察抓住农民就生气地问：“人们吃了你种的米都晕倒了 ! 你快作个解释，

不然就判你死刑 !”

农民委屈地说：“这可不能怪我呀 ! 怪大米呀 ! 我种米都种几十年了，怎么人

们就这次吃了我种的米晕倒了 ? 所以你们去找大米吧 !”

警察放了农民，马上就去找大米。

他生气地问大米：“人们吃了你的同类都晕倒了，你快给我们作个解释 !”

大米说：“我是喝了小溪的水才生病的，不能怪我呀，那小溪，表面上跟过

去一样，可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毒呀 !”

警察放了大米，又去找小溪。

小溪没有从前那么美了。

“这不能怪我呀 ! 怪你们人类呀 ! 你们天天往我们这里扔垃圾，大米喝了我的

水不生病才怪 !”

这个声音是从水里传出来的，原来小溪已经知道了……

警察叹了口气说：“醒醒吧，人类。”

E. 鼻闻：多种气味描写的素材来源

鼻是嗅觉器官，气味的香、臭都由它来分辨。而在文学作品中，常有对气味

的描写，这应是它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