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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科学化的初步探讨

甘光能

作文教学必须循序渐进,才能作到着力

有计划,不做无用功。要弄清这个
“序”

,

首先要知道写作能力的构成因 素。据 我 看

来,这些因素是 :

-、  修荞基础

同作用,但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我们认

为, “
感受阶段”的

“
观察— —感受——理

解
”在 具 体 认 识事物时,却 是受 观察和

认 识 的 目的和性质的制约的。如观察认识

对象是一种花9生物工作者作生物的观察,作

家作描写性的观察9情况大不相同。后者观

察的重点是花的形态大小,色彩格调,和这

些竹点给人美感上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他
在观察之后 ,感受之余”还有联想、想象,甚
至引出美妙的意境和深透的情思来。《荷塘月

色》中,朱 自清不正是通过对月下荷花的感

受,抒发出他那淡淡的喜悦与 哀 愁 吗?可
见,如何 “观察——感受——̄理解”取决于

具体观察的性质和日的。作为写作的观察认

识,它吸取一般观察认识能力中的 有 用 部

分,掺和着其他因素9铸成适合写作需要的

观察认识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一般观察认识

能力是为写作观察认识εB力服务的9后者起

了领导和决定的作用。所以9写 作观察能力

是 主 要 的。于是我们可以友现扛写作能力

诸因素中分成丁两个有机r1方面,一方面是

起潜在作用的因素 ,包括基础矢l识 、世界观、

智能、语言伫养等9我们△(它 们为内在写作

因素;一方面是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

包括对具体事物的认犭1,提炼加工素材9选

取材料丿提炼主题,谋篇市局,选择表达方

式方法,选择陡用语言等具本实践能力9我

们称它为
“外在写

`|技

能v。二者互相渗透、

制约和结合就融成了写作能力的整体。而前

者是为 后 者 服务的9后者决定着前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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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又螺旋上升的,多层次的综合性序列。

是这个外在写作技能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

整个写作能力的性质。所以,外在 写 作 技

能,是我们探求写作教学的序的主要根据。

外在写作技能的序又是怎样的呢?

文章总是具体的,各类文体对写作的要

求也是不同的,所以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把这个外在写作技能分为记叙能力,说明能

力,议论能力。这三种能力同文体知识密切

相关,按照目前大多数语文工作者的看法,

这些能力可具体分解如下 :

记叙能力 :

辨识和体现记叙要素的能力

辨识和选择记叙顺序的能力

捉烁中心的能力

选择材料的能力

处理详略的能力

连贯和照应自t能力

组织情节的能力

各种人物描写的能力

各种环境描写的能力

记叙中抒情的能力

安排线索的能力

选择和使用各种记叙方法的能力

组织复杂记叙的能力

掌握记叙文中各种体裁写法的能力

说明文的能力:(从略)

议论文的能力:(从略)

三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的能力。

以上各种表达方式所包括的能力,实际

上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写作教学时分解训练的

训练点,这些训练点相连,就形成一个序列

了。这应该就是我们作文教学遵循的 “序
”

,

或者说9这就是作文教学序列的主要线索。

然而作文能力构成因素是多样的,我们

单靠写作技能的训练是不能有效提高学生作

文能力的。因此 ,在写作技能为主线安排序列

的同时9还必须兼顾其他的作文能力因素,如

丰富知识,开发智力,提高思想等教育教养

内容,适当地把它们纳入训练序列中来。以

便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o从这点看 ,这个序列

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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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文训练序列必须具宥综合的性质

还因为写作技能的三个方式一一记叙、说明、

议论——在横的方面互相渗透,纵的方面互

相穿插,不综合处理,不能反映这种客观实

际的需要。记叙中有说明,说明中有记叙,

在记叙、说明中有议论 ,在议论中也有记叙、

说 明。这 种 互相渗透的现象,要求我们在

以某种表达方式为主进行训练时,也要兼顾

其他表达方式能力的洲练。而某种表达方式

能力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经历一

个反复循环的过程,这样,它必然把自己的

训练的准各阶段或巩固提高阶段穿插在以其

他表达能力为主的训练过程中。这种训练过

程中的互相穿插和各种表达能力间的互相渗

透,决定了我们的序列不可能是单一的,而
必然是综合性的;在内容上综合了写作能力

的各种因素,在安排上综合了各种表达能力

的训练 (但仍以写作技能为主线来统帅),这

就是作文训练序列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从学生写作能力形成的一般规律

看,一种能力的培养形成过程,总是从低级

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模仿到创新,经
过多次的反复实践,每次都有所提 高 和 创

新。这样循环往复,逐渐进步,能力也就慢

慢形成了。为适应这个规律,我们的作文训

练序列,应该是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既
有重复又有变异和提高。这就决定了我们这

个序列应该是分阶段的,循环反复又螺旋上

升的。这是第三个特点。

还有,写作知识和能力获得的最好方式

是读写结合,这不仅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优良

传统,也是当今国内外语文工作者所公认并

坚持采用的好方法。因此,我们这个序列也

必须使读写紧密结合起来,这是这个序列的

第四个特点。

综上所述,理想的科学化的作文训练序

列可归纳为 :以 写作技能为主线 ,综合写能力

的其它因素的 ,读 写结合的,分段作循环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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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作文教学规律,逐步实现作文

教学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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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又螺旋上升的、多层次的综合性序列。

在学习和使用《巾学语文教材体系研究》

中我们发现,现行中学语文教材的写作训练

安排,基本~L符合上述序列的原则 ,所 以,我
们的 《中学作文训练教程》,就基本上按教

材写作序列安排,以便读写紧密结合,而不

另搞一套。但我们又不局限于教材,对不适

于写作训练的,我们还是作了适当的调整。

序列有了,依据也有了。可怎样把这个

序列和它的原则具体体现在 《教程》中呢?

我们采用了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在 《教程》中设计了三种训练形

式,即大作文、小作文和辅助练习。大作文

完成序列中-个点的训练任务,点点相连,

从而体现 “步”的序列;小作文一般是垫底

性的或巩固性的单项训练,体现 “格”的布

局;辅助练习则弥补大小作文之不足。

第二,在 《教程》的体例中我们安排了

-— 简谈 《中学作文训练教程》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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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作文评改方法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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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自改能力的程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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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河 ·若河 ·奈何    曾宪荣 (厶 。101冫
“
机巧”试解   阱斌 何世荚 (硅 。88)

“训练目的”、“参考题目”、“写作要求
”
、

“作文指导
”、 “例文选评”和

“
评改建议

”

等项目。其中训练的 “写作要求
”有的还提

出了思想教育要求,而 “作文指导
”一项 ,

不仅有具体章法、写法指导,也包括培养智

力、开扩思路、提炼中心 (思 想)等 的 指

导,这样,就兼顾了写作能力的其他因素的

培养训练,体现了综合性这一特点。 “例文

选评”是给学生提供可资借鉴的范 文 或 习

作,便于模仿; “评改建议”除指出评改重

点外,还对评改方式,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

目的在于既改革作文评改方式,减轻教师负

担,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

这样, 《教程》就既体现了以写作技能

为主线的序列,又综合了写作能力的其它因

素,符合读写结合,分阶段反复循环、螺旋

上升的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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