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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写作就是写文章，就是运用书面语言符号反映生活实际、表达思想感情、实现人类思想交流
的一种精神劳动。
它的最终劳动成果是创制出来的文章。
写作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到新闻、广告、产品说明书、天气预报、计
划、总结、书信、日记、各种便条等，无一不关乎写作。
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常常影响着他表达和交流的效果，甚至影响着他的终身发展。
　　未来的人民教师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
因此不仅要具有写作实践能力，还要具备从事小学教育教学所必需的写作理论素养、写作指导能力和
作文评改能力。
　　然而多年来，在社会对高水平作文的热切期待和急切要求面前，作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体系中基本
处于边缘地位，作文似乎更多地被理解为一次特殊的语文作业．或是作为一个检测语文素养高低的工
具。
作文教学地位的尴尬和模糊，导致作文教学价值和课程意义实现的困难．作文教学也因此渐渐失去清
晰明确的培养目标、系统规范的教学计划、切实有效的实施方案和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
不仅如此，目前的很多写作教材不能真正符合师范教学的实际，不是过于偏重理论就是过于偏重实践
，不是缺乏必要而系统的写作理论就是理论过于艰深，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付出了艰辛却常常收获不到成功和喜悦；而同学们在厌倦、畏惧、消极应付或不
知所措之余，也因为缺乏写作理论知识的指导和有效的实践，写出的文章不仅文体感不强，而且思维
僵化、语言苍白、真情实感缺乏，难以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
　　考虑到作文教学的种种现状，针对师范生的培养特点和要求，我们编写了这本《写作教程》。
本书分为基础理论篇、文体写作篇两大部分。
每部分既有简明通俗的“理论概说”，也有较为精当的“例文评析”，并有重在实践的“单项训练”
，有些篇章的后面还有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教学内容、拓展知识视野的“资料链接”。
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掌握写作的一般规律和主要文体的写作规律，能用掌握的写作理论指导写作实
践，并把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的心得转化为写作教学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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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作教程》分为基础理论篇、文体写作篇两大部分。
每部分既有简明通俗的“理论概说”，也有较为精当的“例文评析”，并有重在实践的“单项训练”
，有些篇章的后面还有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教学内容、拓展知识视野的“资料链接”。
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掌握写作的一般规律和主要文体的写作规律，能用掌握的写作理论指导写作实
践，并把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的心得转化为写作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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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材料　　理论概说　　所谓材料，就是作者为着某一写作目的，从生活中搜集、摄取、
积累以及写人文章用以表现主题的一系列事实或论据。
它提供文章的内容，既包括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景，也包括作者从文献资料中摄取到的知识、理
论、数据、图式，还包括作者自身主观的思想意识。
写入文章之内的种种“事实”或“论据”固然可称作材料，没有写入文章之内，但已进入作者视野，
被作者所意识、搜集到的一切“事实”或“论据”，即全部素材，也可以称之为材料。
所以，材料既可以是写入文章的内容，也可以是没有写入文章的内容。
　　人们常常提到“素材”和“题材”这两个名词。
凡在写作前搜集、摄取、积累而未经综合整理的那些零碎、分散的，不成系统的原始材料，称为“素
材”。
简单地说，素材就是没有经过加工、提炼的材料。
而从大量素材中，经过作者选择、集中、加工、提炼出来的写作材料称为“题材”。
题材的广义概念指的是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的生活范围，如我们常说某作品是
“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儿童题材”、“爱情题材”等。
题材的狭义概念指的是构成一篇或一部叙事性文艺作品内容的一组完整生活现象，一般包括“人物”
、“情节”、“环境”这样三个要素。
一组完整的生活现象，就是说它具有不可分性。
一篇或一部作品，即使是鸿篇巨制，也只能说它写了某一个或某一方面题材，而不能说它写了多个或
多方面的众多题材。
要想把它分开，说得细一点，就只能用事件、场面、细节等概念来表述了。
所以，“题材”就是作品的全部内容，不能再把它往小里划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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