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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是以书面语为工具表述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感受的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是在交
流目的下认识和表达互相融合、互求统一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里，写作已成为每一个有文化的公民必备的能力，甚至成为谋生的手段。
写作能力的训练，要从小学抓起，而中学则是关键性的阶段。
高等师范教育，要适应21世纪对中学师资人才的素质要求，必须加强对写作课的建设。
当务之急，是抓好教材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陈家生教授主编的全国师专通用教材《写作》定稿出版，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
　　作为这本教材的主审，我有幸参加了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编写会议和在山西忻州召开的审稿会议
，看了全部书稿，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
就目前经过修改的定稿看，我以为这是一部时代性、科学性、师范性都强的新教材，一部符合写作训
练规律、便教易学的好教材，为全国师专提供了一部质量较高、较为规范、实用的“写作”课程主教
材，值得肯定与推荐。
　　师专的学生，毕业后要到中学去当教师，当作文训练的教练。
在师专开设写作课，不仅要让学生熟悉写作学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提高写作能力，写出好文章，还
要让学生掌握写作基本功训练的理论与方法，学会指导训练，以便将来成为出色的教练，教好作文课
。
看来，这本教材的编写者能清醒而恰当地抓住师专写作教学的特点和要求，不仅在全书的章、节安排
和训练设计上注意同中学作文教学的联系，加以呼应，而且还特别在书中设置“中学作文指导篇”，
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学生作文指导的基本原则、中学生作文的类型与指导等。
据我所知，这在同类教材中还未涉及过，是一个创造，体现了教材的师范性。
　　在写作教学中，学习写作基本理论是必要的，但必须明确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通过学生的亲身
实践，才能把学到的理论转化为能力，才能切实地提高写作水平。
写作训练，不能局限于某种技法和体式规范的训练。
写作过程及其产品，是作者综合素质的反映。
写作训练，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陶冶学生的情操，开发学生的智力，特别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
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使之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竞争能力的跨世纪新人。
这本教材的编写者，能从素质教育的高度来看待写作训练，肯花大力气去设计“训练与实践”。
全书这部分文字占总篇幅近三分之一，训练题也力求典型、多样，并与本章、节内容紧密联系，形成
科学系列。
整个训练设计，力图做到以智能训练为中心，单项训练与综合训练相结合，口头训练与书面训练相结
合，课内训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有计划地进行。
这种努力使写作训练沿着科学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的做法，是值得赞许的。
　　一本好的教材，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取得良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就整个教学而言，需要
教与学两方面的配合，共同演好“一台戏”。
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导演”，学生是“演员”。
“戏”是要学生登台演出的，因此，学生参与训练的积极性，是决定写作教学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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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写作课教材。
由倡建南平师院陈家生教授任主编、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裴显生教授担任主审。
全书分“写作基础篇”、“写作文体篇”、“中学作文指导篇”，共9章。
由干参加编写的都是师院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领和教材编写经验，能切合师院教学实际，因此，《
写作》较好地体现了时代性、科学性和师范性。
　　《写作》还可用作其他文科类写作课教材，也可作为写作爱好者自学进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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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写作准备　　写作是作者通过思维运作，凭借语言文字，表达思维成果的一种特殊的创造
性精神活动。
也就是说写作是把思维、语言、表达连结在一起的一种脑力生产劳动。
作者用语言文字把自己的思维成果表达出来就是创造性的精神产品——文章。
　　“写作”与“文章”是两个不同概念，正如裴显生先生所指出的：“前者指‘活动’——制作产
品的劳动，后者指‘成品’——定型化了的精神产品。
”因此，研究写作应把着眼点放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　　特点、过程与规律性上。
　　就写作活动看，写作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又不单纯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包含着作者的体验。
它是一种反映活动，但又不单纯是对客观的反映，还包含着作者的创造。
它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作者心智结出的独特硕果。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在进行写作时，作者的主体心灵总是融合着客体。
载体与受体，它是一种被人们称为“四体化一”的心理整合运动。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作者的写作活动，虽然以个体的方式出现，但它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
现，因此，写作主体的个性都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从美学的角度看，写作活动根源于人类生产活动中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完善与丰富人的本质力
量的需要。
所以，写作活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自由自觉的对美的创造。
　　从语言表达角度看，写作需要严密的思维能力与思维运作的技巧，还需要语言的运用能力与语言
表达的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又是一门技术科学。
　　总之，写作活动是一项波及面广，涉及面宽的智能与技能相互渗透又相互融合的综合能力的表达
。
没有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与广博的知识，没有对纷繁复杂的人生社会的亲切感受，没有丰富的经历和阅
历，没有艰苦的思想磨炼和表达能力的训练，很难写出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描写具体、记叙生动、
说明准确的文章。
因此，提高作者素质，掌握写作规律，培养感知、思维与表达能力，既是写作前极为必要的准备，也
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条件，同时是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有价值的文章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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