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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指导学生写出真实生动的作文，避免出现假、
空、套话连篇，在于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积累素材，并
且融入真情实感，深入感受，才能形成独有的个性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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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好作文？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描述内心的真情实感，
引领学生走入真实、鲜活的、接地气的、生活化的世界中。如何

引导学生化解对习作的紧张，轻松地写好作文？我认为应先培

养学生观察生活、了解生活、感受生活的能力。 唐代画家张璪

论画，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见解，这一理念与学生

怎样感受生活、写好文章的思路极为契合。“外师造化”就是要

求我们有意识地去感受生活、留意生活。同时，要写出好作文，
还应当“中得心源”。 只有心有所得，才能产生心灵的融合，作

文才会富有灵魂，展示出其应有的魅力。
一、“外师造化”懂得感受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好

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 ”教师应有意识地引领学生

多观察、接触大自然，多接触生活，接触身边的事物，同时要求

学生留心观察生活中平凡细微的事物：学会用“真”“实”的笔

触去描写真人真事、倾吐真情实感。 只有这样，学生的作文才

会多一层感情，多一些色彩，多一些个性。久而久之，学生的作

文也会变得鲜活起来！
（一）寻找机会，感受生活

好的故事都来源于生活。学生生活的校园、家庭之中每天

都是精彩纷呈的，如果有善于发现的眼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便能成就一篇好作文。 记得三年级时，学校举行“校园趣味运

动会”，最刺激的一项活动是“小小运水员”，比赛过程异常激

烈，运动员们全情投入合作运水，啦啦队员奋力加油，整个场

面热闹非凡。 看学生热情万丈，我便趁热打铁，当天下午将活

动过程的花絮照片展示给学生看，指导学生进行片段描写。结

果， 一张张夸张的表情栩栩如生， 一个个生动的形象跃然纸

上，学生的描写非常出色！有的甚至当堂就写出整篇优秀的作

文来。 因此，只要有意识地多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感受到生活

中有趣的画面，学生自然能“我手写我心”，写出精彩佳作，教

师应该抓住一切机会让学生成为会观察的有心人。
（二）创造机会，丰富感受

要丰富学生的作文内容，先得丰富学生的阅历，可以多开

展相关的活动，这样学生才能有“迹”可循。比如写一篇描写制

作小手工的作文，为了创造机会丰富学生的感受，可配合综合

科教师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相关活动。比如，本校每年都会

举行的“玉湖花样豆腐”烹饪比赛，选手们个个化身小厨师，紧

张有序地精 心 制 作 一 道 道 豆 腐 美 食， 评 委 教 师 们 翘 首 以 盼

……有了真实的活动， 有了亲身的经历， 学生的作文活起来

了，学生情至而辞发，写起来滔滔不绝。因此，教师应利用各种

机会，尽可能地带学生去亲身感受。

如同“外师造化”，只有多感受、多体验，学生的感受力才

能不断增强，获取的生活素材才会不断丰富，作文自然不愁没

内容可写了。
二、“中得心源”善于感受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 每个学生情感的表现都是不

尽相同的。 只有放飞自己的情感，塑造独特的个性，学生的作

文才能有“亮点”，否则只会是让人读来厌烦的“框架文”。
（一）融入个性

学生对周围的人、事都有自己独特的感知，甚至有着成年

人无法企及的奇特感触。 要使学生能从自己感受深刻的方面

去细细体会，这样，作文也就注入了生命力。在教学作文《我的

老师》时，不同的学生与教师的接触各不相同。 有的感受到教

师的严格，有的感受到教师的幽默风趣……在习作前，让学生

畅所欲言，进行交流。 有的从教师的关怀中读懂了爱；有的从

教师的批评中感受到了教师的严； 有的从教师的风趣调侃中

感受到教师的个性；有的则从对教师的错误认识，到对教师的

理解直至最后的“大彻大悟”。文章先抑后扬，不但写出了爱之

深，还使作文有了个性。
（二）挖掘深度

没有深刻的感受，就谈不上有深刻的主题。 因此，在培养

学生感受能力的时候还要挖掘感受的深度。让学生遇事多想，
多交流，组织学生畅所欲言，启发学生往深处想，就显得尤为

重要。 比如，指导写一篇主题为“爱”的文章，如果让学生简单

地感受亲情，这是肤浅的，还 有 师 爱、友 爱，以 及 来 自 社 会 的

爱。让学生从自己身上去想象，联想所有关于爱和被爱的感人

事迹，最后才生成“为别人付出也是爱”的深刻感受。这样不断

地启发，才能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得到更深刻的内心感受，学

生的认识不止停留于表面，还有螺旋上升的呈现。
（三）重视细节

扎实的作文往往注重细节描写， 能够抓住细节进行描绘

的习作往往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比如一次综合实践活动“包粽

子”，即可以对整个活动场面的“面”进行描写，又可以聚焦某个

同学的动作、神情进行“点”的刻画。在教师的平时引导中，学生

渐渐懂得调动各种感官去参与，久而久之，学生的感受能力便

趋于细腻、深入，作文就不会仅停留于表面，而会显得鲜活有

生命。
总之，学生的写作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提升的，需

要不断地强化，慢慢地累积。相信只要平时增强学生感受能力

的培养，就会给学生作文提供更广阔的天地，给作文奠定更坚

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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