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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文教学的反思 

马立平 

《马立平海外华裔儿童中文教材》的作文教学安排在六、七年级的四个学期

里进行（即 40 周的教学时间），各个学期训练的写作技能依次为：状物、写过

程、写事件、写人物。多年来作文教学一直是一个“难关”，遇到的主要问题是： 

 

1）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觉得中文写作非常难，常常得先用英文写好再翻译成中文，

这种“隔一层”的写作虽然可以产生出“中文作文”，但是总归不自然，不是最理

想的学习状态； 

 

2）老师觉得改作文花时间太多，而辛辛苦苦改完后发下去，学生又没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去消化老师的意见和建议（等作业本发下来，学生已经对一个星期前的写

作印象不深了，所以很少人愿意或能够做到在完成其他正常的功课之外再去仔细读

老师的批改）。 

 

       我反省，当初作文教学的构思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难点，即学生中文语感差。我

开始设计作文教材的时候，学生是我们老留学生的孩子，他们的中文语感还行，而

我一方面有感于美国学校作文教学对篇章结构教学的不重视，希望给学生补上这一

块，另一方面也还是没有跳出国内作文教学的框框，所以对克服“语感差”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近年来，家长在家里注重说中文的越来越少，所以学生群体的中文语

感越来越差，以至于不少学生能读课文，却不能自如地说中文。不能说，当然更不

能写。在这种情况下，作文教学一开始就面临两重任务：既要学怎样“写通”、又

要学怎样“写好”，而教材本身却没有给“写通”以足够的重视。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要求家长参与学生作文教学，即

每次学生作文完成之后，家长先帮助他们把行文理顺，使学生能够得到即时的反

馈。这样做，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老师批改作文花时间多又收效难的问题。然而，

作文教学一开始“写通句子”和“写好作文”的两个难点挤在一起的矛盾并没有解

决。 

 

       于是，我们又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在教学上把两个难点分开，先解决“写通句

子”，再解决“写好文章”。具体的做法是，设计了一套看图写话的课堂练习，让

学生带手提电脑来上学，每次进行 20 分钟的当堂写作，内容不拘，但努力写出 

“GOOD CHINESE”（In-class-writing template 见附件）。我的思路是：利用上课的

气氛，把学生下意识里有限的中文语感i“逼出来”，这样一次一次地“逼”，积

累起来，渐渐培养出写 “GOOD CHINESE” 的意识和习惯。经过两轮教学的实验，

明显的成效是学生“写中文作文难”的感觉比往年减少很多，家长给孩子们理顺行

文所花的力气也要少很多，甚至有些同学主动提出不要家长看，自己写就行。总

之，作文教学远远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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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电脑来做课堂写作有一个缺点，是学生容易在上课时完电脑里的游戏，组织

能力差的老师不容易控制好教学。我的做法，是严格规定手提电脑屏幕盖打开和关

闭的状态，当然，下课时我是允许他们玩游戏的。我们学校其他老师也各有自己的

“招数”。另外，有个别学生没有手提电脑，我们学校买了两台，每次上课借给他

们使用。 

 

       以上两项措施并举，我们学校作文教学的“难关”已基本越过了。 
 

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作文 Home-work template（见链接）。按照课本的要求，

学生在作文教学的四个学期里，每两周写一篇作文作为回家作业，总共 16 篇。有

了这个 template，学生可以把完成了的作文都“贴”到一个 word 文件上，在学期

第九周的复习课上，把该学期写的四篇作文，按照老师批改的改一遍，存起来。到

作文教学结束的时候，16 篇习作都保留下来了。 

 

 

 

        
 

 
 

                                                 
i
 我对我们绝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语感状况分析是： 

 1  听得懂中文，所以有识别“是否是好中文”的潜力（之所以称之为“潜力”而非“能力”，

是因为对于多数学生，这种识别和判断还没有达到自动、自主的状态）； 

2  读了相当数量的中文文章，对中文行文的一般规律有一定的认识； 

3  很少能用中文完整地表达比较复杂和完整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