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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外貌：要注意“相”由“心”生

小学生在叙事作文中写人物外貌，常常从头发开

始，写到眉毛，写到眼睛，写到鼻子，写到嘴巴。然后，

是身高和衣着。比如：

我的妈妈，头发黑黑的，眉毛弯弯的，眼睛大大

的，鼻子高高的，嘴巴小小的。她个子不高也不低，

喜欢穿很漂亮的衣服。

这段外貌描写，除了“喜欢穿很漂亮的衣服”，其

他文字几乎毫无意义。学生也许知道作文应该言之有

序，他遵守得不错。但更重要的外貌法则，学生不知

道。外貌，是应该和人物的性格统一在一起的。一段

关于人物外貌的文字，能让读者感觉到人物的性格，

才算是写对了。外貌是“相”，性格是“心”，“相”由“心”

生，写“相”必须对“心”。

二、写对话：要注意话必“互怼”

一些写作文困难的学生，常常选择在文章中描写

对话。两个人物，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似乎真的可

以“字数不够对话凑”。

叙事类作文必须要有人物。人物不上场，故事就

难以发生。学生选择让人物在事情发展过程中对话，

也确实有好处。因为，对话可以增强事件的现场感。

然而，并不是什么样的对话都可以进入到叙事作

文中来。日常的对话，比如“您去哪儿啊？”“我去菜

场买菜。”“准备买点儿什么菜啊？”“买点儿黄瓜，

买点小白菜，还买点小鱼虾。”“我去前面办点事，待

会儿见啊！”“您去忙您的吧！”——学生把这样的

对话写在作文当中，除了凑字数，可能就真没什么其

它作用了。

什么样的对话才值得在作文中写？我们来看看人

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学会看病》当中的范例。

“你长大了，你得学会看病。”我说。

“看病还用学吗？您给看看不就行了吗？”他大

吃一惊。

“假如我不在家呢？”

“那我就打电话找你。”

“假如……你找不到我呢？”

“那我就……找我爸。”

这样逼问一个生病的孩子也许是一种残忍。但我

知道，总有一天他必须独立面对疾病。既然我是母亲，

就应该及早教会他看病。

“假如你最终也找不到你爸呢？”

“那我就忍着。反正你们早晚会回家的。”儿子说。

“有些病是不能忍的，早治一分钟是一分钟。得

了病最应该做的事是上医院。”

如果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段对话与上文所引用

的闲聊式日常对话不同。这段对话像是在打仗：母亲

在一次次进攻，试图逼使儿子自己去看病；儿子在一

次次防御，希望本来就是医生的母亲就在家里给自己

看看算了。对话当中，隐含着冲突。这两个人的对话，

用流行的话语来说，是在“互怼”：母亲怼儿子，儿子

也怼母亲。正是在这互怼的对话中，母亲对儿子的爱

和儿子对母亲的依赖被表现出来了。这样的对话，才

值得写在故事当中。

例子不必多举。叙事性课文中，人物对话不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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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案例讲细节。

认真做事能把事情做完，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

好，咱们班里可是有不少的“劳动小达人”，谁能来分

享一下你的扫除妙招。

五、评价完善初稿

1．小组内实行自批自改。

检查文中的标点和错别字。

对照活动的起因、经过、结果是否完整？

活动过程中的分工和实施是否层次清晰？

实施过程中的步骤描写和细节描写是否顺序明

确，详略得当？

2．小组间实行互批互改。

对照活动的起因、经过、结果同学的习作是否完

整？

活动过程中的分工和实施是否层次清晰？

实施过程中的步骤描写和细节描写顺序是否清

楚，详略得当？

3. 针对小伙伴的建议，再次完善自己的习作。

六、汇编手册

本次习作既是以往扫除活动的经验总结，又同时

实现了高效的分工协作，可以汇集成册编制本班的

《扫除宝典》，为以后的扫除活动积累资料。

常对话，它有“互怼”的性质。为什么对话需要处理

成“互怼”的状态呢？理由可以很多，但我们认为：互

怼的对话，能让事情更精彩。对话互怼，就会导致矛

盾，引发冲突——读者是看戏的，看戏的都不怕事大。

矛盾越尖锐，冲突越厉害，读者就越觉得这事儿很有

意思。再者，互怼的对话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在事

件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说，互怼的

对话也推动了事件向前发展。

三、写事件：要注意“差异化”

学生解决作文困难的方法似乎很多，其中之一就

是堆积事件。只要没有限定只写一件事，为了把作文

写得看起来还不错，学生就会写完一件，又写一件。

事件之间典型的过渡句就是“还有一件事……”

人教版四年级上册《鸟的天堂》写了两次经过“鸟

的天堂”。我们应该引导学生留意：虽然是先后两次

经过“鸟的天堂”，但第一次是在太阳落下山坡之后，

第二次是在早上；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没有看见鸟，

第二次经过的时候，看见了很多鸟；第一次经过的时

候，感觉很安静，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却觉得鸟叫声

很热闹。尽管两次都经过“鸟的天堂”，作者却把事件

处理得表现出一些“差异”来，这是偶然的吗？

叙事性课文中，作者即使对待非叙事性元素也是

追求将其“差异化”的。苏教版五年级下册《月光启

蒙》，作者先写母亲为“我”唱歌谣，后写母亲为“我”

唱童谣。两次都是唱，但母亲唱词的质感不一样。歌

谣唱的是“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

白白的，晒得脆脆的”，所追求的是和月下小院相匹配

的唯美感；童谣却唱“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

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

沿”，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母子相乐的趣味感。如果课

文第二次写母亲唱，唱词依然和第一次唱词的质感一

样，那就只能说作者写“错”了——叙述两件以上的

事，叙事元素甚至非叙事元素都不能完全同质重复，

应该“差异化”，这是又一项叙事法则。写文章是个艺

术活儿。艺术是什么？艺术的本质表现为不断更新。

而多个事件的“差异化”，所追求的，也正是语言文字

感觉的不断更新。

“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学生叙事习作表现出问

题，教师可考虑以课文为“例”来示范如何叙事才是

对的，才是好的。各种叙事法则，就隐含在一篇篇文

质兼美的叙事性课文之中。以“哪一点”为“例”，去

引导学生发现、理解并运用，教师可以自主拿捏。“写”

的问题，是要从“读”当中去解决的。“解读”就是“解

写”，“解写”还须“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教

学和习作教学是联系密切、贯通一气的两个领域。教

“写”必须教“读”——用叙事性课文作例子，教学

生写叙事性习作，在“相由心生”“话必互怼”“差异化”

之外，一定会有更多的叙事法则被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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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单

起因：（结合情景）

经过

任务
分工

擦洗

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
1. 擦洗黑板、柜子、门；
2. 擦洗一、二组的桌椅；
3. 擦洗三、四组的桌椅；
4. 擦洗玻璃及窗栏。（以该小
组为例）

好处：
能迅速的投入劳动，分工
合作、效率大大增强。

实施
顺序

第一步：搬离窗户上的花草转
移到教室外，并移开窗边的桌
椅；
第二步：用半干的抹布从上到
下擦去玻璃上的浮尘；
第三步：用报纸依次按照从上
到下的顺序擦玻璃，可以重复
两到三遍；
第四步：擦洗窗台并搬回花草。

扫除有妙招：
如果玻璃上面有很多污
垢，可以在水里加入洗洁
精或洗衣粉等，然后再用
布浸湿后擦玻璃，擦玻璃
也是有顺序的……
如果可以买到擦玻璃的海
绵，我们可以先将海绵在
水里面浸湿拧成半干，先
擦拭第一遍再……

结果
你的想法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