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睛

羊城晚报： 读怎么转化为
写的资源？

夏俊萍： 是的， 有些小孩
有这种情况， 读得多未必会
写。 所以我就要求他们必须交
两种作业：生活札记、阅读札记。
生活札记就是随意自由地写生
活中的见闻，阅读札记就是读后
感或文章鉴赏，每周都写，不限
形式，要求至少 600 字。 初一时
还有一种形式，比较灵活，就是
读到一段文字， 觉得写得好，就
抄下来再点评， 不要求成文成
章，能提升品析能力就好。

“独学而无友”，有时对札
记和堂上作文，也会让学生组成
评阅小组，相互评点，共同进步。
我要求他们首先必须找到他人
文章中的闪光点，哪怕只是某个
词某个句子用得好也要给予肯
定；然后再指出不足之处。

除了上面两种作业， 还有
一项也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就
是做摘抄， 无论是什么领域，
哪类文章， 只要是好的语段，
甚至一个好的标题，你觉得好

就要抄下来。 语言怎么来的？
肯定是靠后天积累。 报刊、课
本、名著等都是摘抄来源，哪怕
你在街上看到一句很好的广告
词也可以抄下来， 要有这个抄
录习惯，本子是越做越厚，从初
一开始摘抄，到初三，甚至高三
都能用得上， 关键是抄着抄着
语感就强了。还有就是写日记，
主要是培养学生勤动笔的习
惯， 不用给老师批改， 这种自
由写作更有愉悦感。

羊城晚报： 平时课堂教写
作 ，偏重应试作文训练 ，还是
自由写作？

夏俊萍： 堂上作文训练无
所谓应试不应试，应试作文训
练与自由写作， 两者也并不是
对立的。学生语文素养好，有思
想、有语言积累、有文章架构能
力，那么，你出什么考试作文题
目，都是可以写好的。我不喜欢
用“满分作文”的标准或格式化
来约束学生写作， 我们更强调
原生态的写作， 笔下喜怒哀乐
皆有，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有

灵性、有意思，学生也才喜欢不
断地写， 才有可能把写作当成
一种很自然的行为， 甚至内化
为一种习惯。如此，他的堂上作
文自然就会写好。

阅读和写作没有什么捷
径， 真的要靠平时积累。 到初
三、高三，老师们会教学生如何
应考， 但平时我不会这样讲作
文。 考场作文想写好的前提是
你平时就有比较厚实的基础，
否则就算你教他许多技巧，他
的思想、 语言如果跟不上来，
写出来的文章还是肤浅、幼稚
的，没有可读性。 所以，我们平
时的作文训练，不会刻意从应
试角度去指导，“我手写我口”
这种原生态的写作是对学生写
作热情的保护。 读和写是一对
伴侣，不可分离。 一定要给学
生不断灌输多读、多抄、多写的
“三多”理念，因为读和抄是吸
收养料，写是输出训练，吸收和
输出要平衡， 否则学生要么会
感慨“无东西”可写，要么写出
来的东西面目可憎。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孩子作
业多 ， 还要上课外补习机构 ，怎
样才能激发学生自主的阅读兴
趣？

夏俊萍：这个其实有一定的
困难，所以我们一周会拿一节课
出来让孩子们专门阅读，这节课
是最安静的，我除了了解他们看
什么书外，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干
涉，这样的课堂，真的能让孩子
们沉浸在阅读的快感中。 学生之
间会互相影响， 会互相推荐好
书，相互交流阅读体会，堂上没
读完的书，他们也会利用课余时
间，或节假日想方设法读完。 一
学期下来，有的同学可以读好几
本“大部头”。 我们有的老师不嫌
麻烦，也会领着学生到学校图书
馆上阅读课，学校图书馆藏书不
少，那里也是学生阅读的乐园。

其实我们的课很少，一周只

有五节语文课，很多学校都是六
节，我们还有两周一次的堂上作
文，有时候一周只有三节是老师
授课，这就促使老师授课时要精
讲，要很注意课堂效率。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
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无所
得矣。 ”读好书能收获中的效果，
读中等的书就只能收获差的效
果， 读坏书就如同跟坏人做朋
友，不可能有任何收获。

羊城晚报： 武侠书也可以读
吗？

夏俊萍：可以的，我们高中
还有专门的金庸武侠小说选修
课， 我现在教的一个学生就很爱
看武侠小说， 作文写出来的情节
环环相扣，可精彩了。 当然读书的
时间要控制好，老师要加以引导。

羊城晚报：如果不是为了应
试 ，那么你们的作文培养目标是

什么？
夏俊萍：我们的培养目标主

要就是让孩子爱读书爱写作，希
望能养成终身阅读和写作的习
惯。 就像方舱医院那个“读书哥”
一样， 阅读已经成为他内心很平
和、很强大的武器。即便学生不一
定爱写作， 但他以后在科研里也
要顺利完成他的论文写作才好。

钟南山前段时间也讲过，语
文是最基础的学科，跟其他学科
关系也非常密切。 因为涉及基本
的文字表述能力，所以让写作能
力得到提高，都是我们语文老师
教学的重要任务和追求的目标。
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基本上在中
考、 高考中的作文都不成问题。
有人以为我们学校偏理科，语文
成绩相对不那么优秀，其实不是
的，我们毕业年级的语文成绩是
很不错的。

羊城晚报： 近些年的高
考改革对中学的语文教学有
哪些影响？

夏俊萍： 近些年的改革
对语文来说是有利的， 在奥
数竞赛上很多优惠政策都压
缩了。 以前语文哪怕差一点，
竞赛成绩很好也能上清华北
大。 现在政策调整就是要提
升母语教学的地位。

羊城晚报： 作文教学更
重视议论文体裁吗？

夏俊萍：从教学大纲来说，
初中以记叙文为主， 到了高中
就要掌握议论文写作。 高考作
文题，要让学生有话可说，作文
题目一般没有文体限制， 写记
叙文、议论文都是可以的。

当然， 应试作文也有技
巧，比如考场作文，尤其是记
叙文，忌讳入题太慢，总共才
写 700 多字，写到三四百字还
没进入正题那是不行的，如果
是平时写作， 全文写 2000 多
字，入题慢点，铺垫多点没关
系， 但考场作文需要尽快点
题，紧扣主题去写。

羊城晚报： 作文审题怎么
快速抓住关键词，做到审题快、

准、狠？
夏俊萍：我近来在线上教

学时有一课就是专门讲审题
的，比如说“多走一步”这个题
目，关键词就在“多”字上，这
个“多”怎么体现出来？可以是
跟人家比———别人懈怠，我努
力了，就是“多”；也可以跟自
己比———以前偷懒， 现在勤
奋，这就是多走一步了。 写作
的时候肯定要通过一些比较，
哪怕一小段，也要让人感觉到
你写出了这个“多”的意思。还
有的题目的关键词容易被忽
视，比如“这也是一种美”，这
个“也”字怎么体现？ ———就
是平时一般不认为是美的事
物，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下它其
实也符合审美要求。

羊城晚报： 在孩子的语文
教育中 ，您认为家长应该起怎
样的作用？

夏俊萍： 具体做题之类
的， 我建议家长不要干涉小
孩，比如他今天是写语文的文
摘呢，还是写日记呢，具体这
些东西不要去管他，但是在他
处在转折点的时候，或者他出
现瓶颈低谷的时候，家长的作
用就要显示出来，要去鼓励和
引导他。

我认为写作真的是靠鼓励
出来的，家长、老师都要慷慨

地赞扬孩子，哪怕只是写出了
一个好的句子、好的词，都要
不吝赞扬。 比如天气很好，学
生会用“春和景明”去描述，
就值得表扬。

基本上， 每次批阅完作
文，我都会选一些写得好的文
章表扬，有时会有意地选一些
成绩中下同学的作文，找到他
们文章的亮点，大力鼓励。 咱
们中国人比较吝惜赞扬，特别
是对孩子，往往担心表扬会让
他们飘飘然，也有人跟我讨论
经常夸小孩，将来出社会后会
不会承受力不足，经受不住批
评。 在我看来赞扬学生，是教
育不可缺的，只要抓住学生具
体的某一亮点去赞扬（不是泛

泛地表扬）， 学生获得鼓舞力
量是巨大的。 一个人内心装着
很多很积极的东西， 它有免疫
力了， 他有分辨能力了， 这样
当面对负面的东西时， 自然会
不受侵害。

羊城晚报： 现在的家长和
以前的家长比较， 有什么不同
了？

夏俊萍：总的来看，现在的
家长素质更高， 对学校教育和
孩子的教育更重视， 也更懂得
教育教学的规律， 起到的正面
影响更大。 不过， 现在的家长
会出现集体焦虑现象， 在发达
的信息交流中， 发现别人家的
孩子学得更多、 更优秀时，就
会产生焦虑情绪。

羊城晚报： 有没有碰到一
些学生对写作不感兴趣 ， 也写
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

夏俊萍：都说一怕文言文，
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其实
写作还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对
学生来说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
我一方面鼓励孩子去写， 让他
们感受到写完后、 写好后的成
就感；另一方面，就是让学生把
写作文当作一个任务去严格执
行，有些事情虽然你没有兴趣，
但是你有责任必须完成。

比如之前有个小孩， 在我
上《爱莲说》的时候，他提出一
个观点， 为什么淤泥明明给荷
花提供了养料，还被嫌弃，说出
淤泥而不染呢？ 我觉得这个观
点非常新颖， 就让他就这个观
点展开写一下，全班同学连题
目都帮他想好了，就叫《爱泥
说》。 一开始他不愿意，说自己
不会写，我说你必须写，然后
提醒他观察一下荷塘里的泥
巴跟我们平时踩在地上的泥
土有什么不同，泥巴有哪些种
类， 为什么大家讴歌大地母亲
养育花草树木， 却嫌弃池塘里
的淤泥？ 再由此及彼展开联想，
比如有些母亲她可能很普通，
但是养育的孩子非常优秀……
后来这篇作文获得了学校作文

比赛二等奖。
这个孩子在写的过程中非

常痛苦， 但是写完非常有成就
感。 很多小孩真的有他的灵性，
非常有创造性， 这个时候你就
要给他一个展示的平台， 给他
一个驱动性的任务， 如果这个
事情我不逼他写， 可能这一瞬
间的灵光就浪费了。

羊城晚报： 积极光明的主
旋律 、正能量的内容 ，该怎样避
免模式化地去写作？

夏俊萍： 所谓的主旋律的
东西， 在我看来是我们大家共
同认为的善的东西， 比如疫情
期间的志愿者，不管是哪个国
家的肯定都是人性的善的表
现，你非要去批评那就是三观
有问题；同样 ，一些丑恶的行
为 ，如果有人赞美 ，肯定也是
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 鲁迅
的文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
骂也骂得很精彩 ， 同时他也
写了像《朝花夕拾》那样非常
美好的散文，所以不要规定孩
子非要写什么，他们的价值观
是在不断成长的，不要忽悠小
孩， 也许他们现在可以被忽
悠，长大了就会觉得自己上当
了，我们要教他们理性看待事
物 ，不要着急下结论，面对现
实中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跟他

们商榷 ，可以引导他们，而不
是一味屏蔽。

基本上， 写作训练是有几
个层次的要求的， 第一文从字
顺，第二生动感人，第三有思想
高度。 但在教写作的时候，尤其
是面对低年级学生， 你不能用
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去限制，不
要老是用成年人的思想去要求
小孩， 顺着成年人思想写出来
的东西会越来越像官样文章，
不好看。 小孩子的文章之所以
好看就是因为有自我的个性。

羊城晚报： 现在很多孩子
生活经验相对单一 ， 会不会在
写作文时出现雷同现象？

夏俊萍：有的，比如刚上初
一时，我们有一次考试，写一个
在雨中的话题， 很多学生就写
送雨伞，在雨中陌生阿姨送给他
一把雨伞， 或者妈妈来送雨伞，
然后他就落下感动的泪水。当时
我挺惊讶的，这个题材不仅仅是
重复的问题，难道雨中就没有别
的事情发生吗？这说明学生缺乏
对生活的仔细观察。

我在课堂上就问他们，走在
路上，一个陌生阿姨给你送雨伞，
你就落泪了，这个素材可信吗？反
正我不相信。孩子们听了都大笑。
写作还是要有真情实感， 写真实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在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中 ， 没有旁观者 ， 没有局外
人 。 作为中学生 ， 我们也有
责 任 和 义 务 关 注 并 参 与 抗
“疫 ”，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 ，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 ” ， 咱们同学心里要
有家国情怀 ， 笔下才能演绎
一个个能让人产生共情的故
事 。 相反 ， 如果我们两耳不
闻窗外事 ， 又何来的写作素
材呢 ？ 关注国家大事 ， 与国
家命运同呼吸 ， 这既是华附
人的责任担当 ， 也是我们培
养大语文观念的需要。

下面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 ， 角度要小 。 写作

的角度不要太大 ， 内容不要
空泛 。 有的同学 ， 将自己了
解到的抗 “疫 ” 新闻中的人
和事 ， 比如将钟南山 、 医护
人员 、 全国坚守抗 “疫 ” 一
线 的 工 作 人 员 等 等 ， 稍 作
“整合 ”， 就 “堆砌 ” 成一篇
文章 ， 这样的文章 ， 其实不
过是一种 “复述 ” ， 或 “转
述 ” ， 读 者 一 定 不 愿 意 看 ，
因为角度大 ， 内容空 ， 没有
新 鲜 感 ， 没 有 你 个 人 的 体
悟。

要写自己身边的人 ， 身
边发生的事 。 小区保安测量
体温 ， 管理员上门做人员调
查 ， 父亲为紧急工作早出晚
归 ， 村 子 里 站 岗 执 勤 、
“我 ” 宅 家 里 烦 闷 难 耐 等 ，
角度很小 ， 事情也很小 ， 但
读者却可以通过对他们的描
述 ， 真切地感受到全国各地
城市乡村 ， 许多普通人 、 普
通家庭的抗疫生活 ， 甚至会
觉得 ， 他们笔下的人物 ， 就
是自己身边的人物 ， 甚至就
是自己 ， 这就起到了以小见
大的效果。

所以面对抗击疫情这样
的大题材 ， 咱们初中生要学
会 “大题小做 ” ， 毕竟以我
们的年龄和学识 ， 比较难写
出大气磅礴的作品 （能写出
当然好 ） ， 选一个合适的小
角度就容易得多了。

第二 ， 选材要新 。 在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
里 ， 人们经历了很多与以往
农 历 春 节 期 间 很 不 同 的 生
活 ： 买口罩酒精 、 囤食物蔬
果 ， 宅居家中烹饪美食 、 刷
手机 、 上网课 ， 在客厅卧室
厨房间 “旅游 ” ， 亲朋做抗
“疫 ” 志愿者 ， 等等 ， 都可
以成为我们写作的素材 ， 也
都是很新的素材 ， 只要仔细
观察生活 ， 信手就可以拈来
好的素材 。 要知道 ， 只要用
心观察 ， 好好感悟 ， 生活琐
事也大有抒写的价值 。 淡中
有味 ， 大有意味 ， 这就是新
意呀！

第三 ， 大胆尝试使用各
类文体 。 写文章切忌内容空
洞 无 物 ， 切 忌 没 有 真 情 实
感 ， 这些同学们都懂 。 但是
许多时候 ， 我们大家即使写
同样的人与事 ， 也未必都能
写好 ，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 ，
就是不够大胆选用自己擅长
的文体 。 平日的堂上作文 、
考试作文在文体不限的情况
下 ， 使用新颖的文体形式和
结构形式 ， 往往能让读者产
生耳目一新之感。

第 四 ， 语 言 要 有 感 染
力 。 这点常常是同学们比较
头疼的 。 我们不少同学的作
文语言 ，寡淡如白开水 ，即使
内心情感波涛汹涌 ， 文字一
表现出来，却淡然无味。 现今
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各
种媒体上都不断播放着勇士
们的身影 ，许多故事 ，许多事
迹 ， 相信同学们都被深深地
感动着。 但是感动归感动，有
的同学一下笔 ， 写出来的东
西就既不能感动读者 ， 甚至
也不能感动自己 。 比如一些
同学的文章开头必是 “介绍 ”
这个春节如何不平常 ， 钟南
山怎样抗击疫情 ， 结尾则是
高呼两句口号 “武汉必胜 ”
“中国必胜”。 千篇一律，实在
不吸引人。

语言表达能力的获得绝
不是一天之功 ， 是需要日积
月累 、 坚持不懈地阅读 、 做
文摘 、 练笔才能具备的 。 当
然 ， 坚持平日的名著阅读更
是有必要 。 此外 ， 好的语言
表达能力 ， 也是在不断修改
自己的文章中获得的。

E-mail:hdzk@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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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人

这只“诱人的老虎”？ □夏俊萍

让文章
有更多亮点

语文是什么———
语文是诗和远方。
语文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天边的白云，如血的残阳，奔腾的长江，无声的冷月，

名城故都，国色天香，它们让人惊叹，让人留恋，我们在惊
叹和留恋时就是在学习语文。 我们欣赏都市白领的
自信，我们悲悯流浪的小猫，我们为辛勤的快递哥

点赞，这时，我们也在阅读语文！ 语文是汨罗
江里的屈原，是“一樽还酹江月”的苏轼，是辛

勤的妈妈，是我身边的老师，是我面对
的几百位年轻可爱的同学们！

语文是教材，语文更是生活!
� � � � 语文的世界太丰富了，所以语文易
学，也难学！

如何写作———
要做老成少年，写思索文章；
要做率性少年，写真实文章；
要做独立少年，写犀利文章；
要做清醒少年，写清晰文章。

怎样阅读———
立足课本，面向课外。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要进行经典阅读，拒绝庸俗阅读；
要进行脑力阅读，拒绝轻松阅读；
要进行丰富阅读，拒绝单一阅读。

培养目标
让孩子爱读书爱写作 应试技巧

考场作文要尽快点题紧扣主题

家庭教育
要慷慨地表扬孩子

教与学
不要用成年人的思想去要求小孩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
语文考卷多达 60 分的作文题在很多学生眼
中如同一只诱人的老虎， 想要降服却又害怕。
近日， 花城出版社推出作文集 《学霸写作
力———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奥校初中作文精
选》，在该书主编夏俊萍看来，写好作文没有任
何捷径可走，得靠平时多读、多写，但怎么读、
怎么写？ 读又如何有效转化为写的养料？ 其实
是有法可循的———

羊城晚报：当时怎么想着要
出这本书的？

夏俊萍： 当时没想着出书，
从高中下来教初中，发自内心地
觉得初一的孩子好可爱，这届学
生又是自己教的最后一届学生，
很想给他们多做一点事，以前也
会给学生出一点作文集之类的，
但是都比较简单粗糙，这次我想
出一个精美一点， 有收藏价值
的。 所以就利用假期的时间联系
家委会和朋友，把这本书稿给初
步整理出来了。

羊城晚报：你们班上这些小
孩平时都读什么书？

夏俊萍： 我们推荐了很多阅
读书目，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
科学领域的都有，不少是高中生在

看， 甚至有些高中生都没看过的。
这些小孩的接受能力太强了，大脑
像海绵一样，能吸收很多。

我在给学生上《红楼梦》选
修课时，我说你们那么小听不听
《红楼梦》，听得懂吗？ 七八年前
还有很多高中学生没有看过，而
现在这些初中的“奥仔”真的很
厉害，一个班有三分之一举手说
读过， 而且不是少儿缩写版，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甚至还有看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羊城晚报：这么小的孩子看
得懂 《红楼梦 》吗 ，比如里面的悲
欢离合、人情世故？

夏俊萍：很多小孩家庭阅读
环境好，理解能力也很出乎我意
料，不过哪怕他现在上这个课读

不懂，或者上完还是不喜欢读也
没有关系，因为上完课他就对这
本书有印象了。 等到三四十岁
后，有了些人生阅历，经历了一
些悲欢离合， 那时就容易读懂
了。 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
许在他人生的某个阶段某个契
机下，阅读对他就产生了影响。

羊城晚报：平时你们会提供
一些书目让学生去阅读吗？

夏俊萍：对，现在的教材编
得挺好，规定每个学期每个学生
要读两本名著，比如说现在要读
《傅雷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 但两本的规定远远不能满
足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会推荐
一些别的书目，比如《谈美书简》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等。

阅读书目推荐
初中一个班有三分之一看过《红楼梦》

降降服服作作文文如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何

荨荨夏夏俊俊萍萍
华华南南师师范范大大学学附附中中语语文文

高高级级教教师师。。 11998888 年年大大学学毕毕业业
后后一一直直在在华华师师附附中中任任教教，，曾曾
担担任任广广东东奥奥校校德德育育组组长长，，荣荣
获获““南南粤粤优优秀秀教教师师””称称号号

读与写的转化
两种作业：生活札记、阅读札记

华师附中名师夏俊萍
谈学生的阅读与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