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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写作文 难题怎么破？（节选）

2024 年 04 月 02 日 22:12 来源：《中国新闻》报

写作文时无话可说、无事可讲；好不容易憋出来几句，

可能文不对题、逻辑不通、用词不当、空话套话多……

当下，一些孩子正面临着不会写作文的苦恼，不少老

师和家长也发出“教不会”的叹息。但是，在另外一

些人眼里，写作文根本就不算问题，更称不上难题，

在诵读经典时、在观察习惯的养成中、甚至在玩的过

程中，就把作文写好了。

下雨天，拿出不同的材质纸，听雨点打在纸上的

声音有何变化，在纸上挤上颜料，观察雨滴会创作出怎样的泼墨作品；分别在空

旷地、房间里听雨，看有何区别；仔细辨别大雨和小雨的声音有哪些不一样……

这是北京“海淀妈妈”王若君带女儿收集作文素材的平常经历，也是亲子互动时

的温馨瞬间。在他们眼里，“写作文就是玩。”

玩的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细致观察的习惯。在北京气温多变的春天里，

王若君会带孩子走上街头，看穿羽绒服和短袖的行人，母女俩会谈论“二八月乱

穿衣”的原因；女儿小时候，她们经常做“蒙眼猜人”的游戏，蒙上眼睛，根据

脚步声，判断旁边走过的是老人、孩子，还是年轻人；观察早晨上学和晚上放学

时太阳颜色、光感、温度的不同，思考背后的原因……“通过刺激感官，去激发

孩子的想象力，孩子会觉得生活很好玩。”王若君说。

观察能力有了，接下来是表达能力的培养。家长们都喜欢给孩子读绘本，王

若君也不例外，但她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带着孩子进行“二次创作”，改

中间段落、改结尾，重新编故事，“故事其实就是作文。”时间久了，孩子的想

象力和表达能力越来越强，看到李白与用铁杵磨针的老奶奶的对话，王若君的女

儿结合自己的理解改出了七八个故事版本，妙趣横生。

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李静提及自己最初

的文学冲动，总会回忆起小时候父亲单位宿舍后的那片麦田，她在里面奔跑、挖

野菜、捉迷藏，然后晚上在院子里看星星。现在，如果有孩子在春天学《桃夭》

这首诗，她会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公园里看什么是“桃之夭夭（táo zhī yā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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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o），灼灼其华”，体会经过一个寒冬酝酿后的蓬勃生命；如果是在夏秋季，她

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采摘，去看肥硕的桃子如何把树枝压得低低的，然后亲手拧

下一个大桃子，理解何为“有蕡其实（yǒu fén qí shí）”。李静称，“把时间

线拉长，孩子见到的一草一木会投射进‘诗意的眼睛’里，凝结为笔下灵动的文

字。”

七八年前，李静开起“小学堂”。她利用课余时间，带着自己和朋友的孩子

读经典，《诗经》《山海经》《古神话选释》《西游记》《论语》等。一段时间

后，李静惊喜地发现，经典的沁润，为孩子带来了独特的思考视角。一次，一位

六年级小朋友学习《论语》后，在语文毕业考试中写命题作文《最美的风景》时

如此写道：我心中最美的风景概括为一个词：“仁德”。在紧张的考试时间段内，

这个孩子在写作时不谈自然景观，也不谈好人好事，而是迅速想到以“德行”为

“美景”，李静称叹：“立意高远”。

在李静的心里，写作能表达、记录生命的不同时刻。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能被

他人感受，形成心灵的沟通和共鸣，传递生命的经验、价值，就进入了写作的更

高级阶段——社会功能之中。再往上，是写作的文化功能。司马迁通过《史记》，

让别人理解了他“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考和答案。

两千多年里，无数人阅读他的思考，并在他思考的基础之上被点燃，甚至能再往

前迈一步，此时，李静觉得“写作无比伟大而浪漫”。

单词：
tào
套

huà
话

kǔ
苦
nǎo
恼

tàn
叹

xī
息

sònɡ
诵

dú
读

pō
泼
mò
墨

shùn
瞬

jiān
间

xì
细
zhì
致

jī
激
fā
发

pénɡ
蓬

bó
勃

tóu
投

shè
射

shì
视

jiǎo
角

miào
妙

qù
趣
hénɡ
横

shēnɡ
生

讨论：1.你喜欢写作文吗？为什么？

2.写作能力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重要吗？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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