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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大赛的命题者很有材
料作文及议论文写作的倡导意
识，但非常遗憾，选择议论文体的
同学特别少。初中组A卷《放下颜
值包袱》获奖作文中，句容市崇明
中学七（1）班王卿所写一文尝试
了议论性质的写作，完成度也比
较好；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八（12）
班顾之琳同学写了一篇议论文，
层次清晰，逻辑性强，有想法，见
解不凡，堪称佳作。我想，随着新课
标实施，新教材使用及研究的进一
步推进，在未来作文中，议论文薄
弱的现象一定能得到有效改变。

就 2022 年大赛而言，还有两
类文章的写作情况差强人意，需
要引起重视。一是记叙文中的游
记或参观记；二是说明文。

小学三年级组A卷中有一道
题目是：《参观______馆》，小学四
年级组、高年级组 A 卷也有相同
的命题，可以看出命题者的人文
情怀和文化导向。参观记属游记
一类，只是不以山水为主要描写
对象，侧重历史、文化、艺术等，这
样的题目对于小学生来说有一定
难度。然而，这是一种导向，走进
场馆，细心观察，悉心了解，用心
感悟，一定能写出一篇内容充实、
感情真实的参观记。

无论以自然风景还是以人文
景观为主体的游记，都应遵循以
下基本原则：

第一，记叙有序。可以是时间
的推移，可以是地点的转移，也可
以是作者的某种思想感情的变
化，还可以是多者合一，这样才能

使行文自然、条理清晰。
第二，过渡有法。景物间转换时的衔接

和过渡一定要交代清楚。
过渡的方法常见的有两种：其一，地点

变化。如“转过石桥，再向右一转，眼前豁然
开朗，郁郁葱葱的稻田和其间辛勤耕耘的
农夫在眼前一下子铺展开来”；其二，以感
官的作用形成景物的转换，如“耳边轰隆隆的
声音越来越响，空气中的水汽也愈发浓了。”
这样的衔接不露痕迹，显得自然而流畅。

第三，详略有度。要选取自己印象最深
刻的或最有特色的景物，作具体描写，并对
重点部分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画。在同学们
的游记作文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
首尾段落太过冗长。

第四，笔下有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融进文章的字里行间，做到既有所见所闻，
又有所思所感，“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
意溢于海”。我们还可让情、景、理相结合，
既写出真意真情，又探究人生真谛、思想问
题、治学精神等，使读者受到启迪和教育。

游记的素材主要来源于游览见闻。我
们只有边参观游览边调动各种感官去全方
位地观察，全方位地体验，才能把握住所见
到的自然风光和社会风貌的基本特点，也
才能得到真实的内容。必要时还必须心记
手写，也可以回来后查看有关资料，以保证
内容的丰富充实。

2022 年大赛小学三年级组 B 卷《我爱
喝的一种饮料》和C卷《我爱吃的水果》这
两个题目反映了命题者比较鲜明的说明文
写作指向。从审题的角度来说，写记叙文，
突出多么“爱喝”“爱吃”，则是正常的写作
思路；但是，题目中加了“的”字，使得饮料
与水果成了重点介绍对象，那么，写说明文
才是应该的选择。另外，小学高年级组B卷
中《为你推荐一本书》这道题目，仍然脱不

了说明文的影子。由此可见，2022年大赛命
题中说明文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现实生活充分表明，说明文是运用范
围极为广泛的常用文体，由于社会生活的
需要，说明文写作正在大量涌现，并更多地
融入我们生活，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
作用和实用价值。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从
二年级起至六年级共选入 21篇说明文，这
也正表明了说明文的重要性。

叶圣陶先生说：“说明文以‘说明白了’
为成功。”说明文的特点是“说”，而且具有
一定的知识性。为了说清事物或事理，那就
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说明顺序。说明要有顺序，这是
使说明内容条理化的必要条件。常见的说
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说明的时间顺序和记叙的时间顺序相似。
空间顺序，要特别注意弄清空间的位置，注
意事物的表里、大小、上下、前后、左右、东
南西北等的位置方向。逻辑顺序，常以推理
过程来表现。

第二，文章结构。说明文的结构一般有
四种：总分式、并列式、连贯式、递进式。

就同学的习作而言，一般采用总分总
或总分的结构，南徐小学三（3）班郝若锦同
学的文章《我爱喝的饮料》就比较好地体现
了这一点。

“啵子汽水”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喝起
来都很有趣。

这是文章第二自然段，下面的段落就
分别从啵子汽水瓶的外观特征和啵子汽水
的味道以及给人带来的感受两大方面来
写，条理清晰，明白晓畅。

第三，说明方法。常见的说明方法有举
例子、分类别、作比较、列数字、下定义、作诠
释、打比方、摹状貌、作引用、列图表等。要根
据说明对象和写作目的，选用最佳方法。

小学生或初中生写作说明文，以写作
事物说明文为主，主要目的是一种锻炼，练
习有条理地、清晰无误地介绍事物，准确性
是首先要保证的，但因为写作者和阅读对
象的特殊性，所以，我们还要追求生动性和
趣味性。我们可以采用打比方、作比较等说
明方法，通过联想、想象、比喻等方法把抽
象的感觉说具体，让读者如见其形，如闻其
声，如尝其味。

郝若锦同学的《我爱喝的饮料》一文中
是这样描述啵子汽水的口感的：

打开瓶盖，喝一口，沁人心脾。刚入口，
一粒粒葡萄和椰果绵密的口感让人赞不绝
口，清蓝的水和汽在嘴里开着派对，又甜又
酸。每一口，对鼻子、嘴巴和舌头来说都是
一种享受，真是人间极品！

啵子汽水是什么味道呢?作为汽水，其
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会带来怎样的品尝效果
呢?“清蓝的水和汽在嘴里开着派对”，这种
拟人化的写法会调动读者的生活经验，既
明确，又有趣。

总之，内容的严密性、说明的条理性、
语言的准确性是说明文写作的三要素。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说明内容的详略
与取舍。《我爱喝的一种饮料》，大港中心小
学三（5）班夏志豪的文章介绍的是可乐，由
于它属于一种舶来品，所以，小作者在文中
花了不少笔墨来写它的来由故事；南徐小
学三（3）班郝若锦同学的文章介绍的是啵
子汽水，这种汽水与别的汽水的显著的不
同之处当属它的瓶子包装，所以，郝同学重
点介绍啵子汽水瓶的外形特征；而润州区
实验小学三（5）班符萌轩所写的则是家家
户户都可以制作的胡萝卜汁，所以符同学
在文中专门用了一个自然段介绍了胡萝卜
汁的制作过程。内容的取舍还是要根据说
明对象的特点而定。

书香镇江·
第 36 届“增华
阁”阅读写作大
赛还有几日即
将开赛。镇江
全市 121 个赛
点学校的四万
多参赛学生已
经报名结束，正
摩拳擦掌，跃跃
欲试。在阅读
写作的道路上
不 断 学 习 、进
步，有收获很重
要！这里，我们
邀 请《2022 年
“增华阁”阅读
写作大赛优秀
作品选评》的编
著者姚宇老师，
以去年大赛的
作品为例给大
家作赛前点拨，
希望对参赛的
同学有启发。

编者按： 好作文的一个基本前提——切题。
比如，2020年小学三年级组题目《校园

的秋天》，地点必须限定在“校园”。2019年
有一道类似的题目《家乡的秋天》，必须突
出“家乡”这一背景。镇江市区的同学和句
容、扬中、丹阳等地的同学同写一篇文章，
每个地方的秋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景物应
该是有区别的。哪怕都是写银杏树，但焦
山的银杏和镇江新区华山村的银杏一定是
不一样的，与此有关的人、事、情也是不一
样的，作文就要写出这不一样的地域特点、
风土人情。如若不能扣住限定词来写，只
是力求写出秋天的味道，那与以“秋天”为
题的命题有什么区别呢？不能精准扣题的
文章，容易雷同暂且不论，还会滋长套作、
宿构等不实的文风。

再如，2021年小学三年级组题目《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的一天》，我们应注意
“一天”这个词，要围绕写作对象一天的活
动来写，写其工作、写其生活，通过工作、生
活等一天状态的记叙及描写来反映人物的
处境、思想、情感，进而表现人物的品质、特
征，并且表达自己对他（她）的观点态度和
情感。万万不可把这个题目自动替换成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由此，我们可以说，审清题目，抓住题

目中的中心词，析出“题眼”是作文的第一
步，也是必要的一步，这样才能写出切题的
文章。

2022年小学四年级组《让爸爸（妈妈）
笑一笑》这一命题，不成功的作文一部分问
题就出在“不切题”上，同学们写成了《爸爸
（妈妈）笑了》。2022年小学高年级组《我来
做个小导游》，也许因为需要不少知识储备
的缘故，选择这个题目的同学比较少，写出
彩的也不多；但有一篇文章不能进入本次
作品选评之中，很是可惜。文章中，小作者

对镇江历史、名胜古迹、风味
小吃等如数家珍，语言生动
活泼，充满灵气，但通篇不提

“小导游”的角色设定，就像
写了一篇以“镇江风情”或

“我的家乡”为题的文章，在
“切题”二字上首先过不了
关。

2022年“增华阁”阅读写
作大赛初中组C卷有一篇材
料作文：

泰戈尔有一句名言：“一
旦你独享孤寂,你是不可企
及的。”当人真正学会享受一
人独处，心灵才能得到更好
的净化和升华。沉浸一部经
典的阅读时光，享受一路慢
跑的苦练自得，写作绘画时
的冥想……生活中的有些趣
味本就不需要,或者无法与
他人分享。

请以“独享”为题目，写
一篇文章，谈论关于“独享”

的经验、体会或反思。
什么是“独享”?字面解释是“独自享受、独自享

用”的意思。虽然材料中有“当人真正学会享受一人
独处，心灵才能得到更好的净化和升华”这样的引语，但“独享”毕竟与“独
处”是不同的。很多同学作文中写的是“独处”,而“享受”“享用”之意并未见
诸笔端，故也只能认定为偏题之作。

审题时，我们要把握“题眼”。2022 年小学三年级组题目《我心爱的
______》，题眼是“心爱”，要写出对玩具的浓浓情感，可以是喜爱，可以是不
舍，可以是想念，也可以是遗憾，甚至是伤心难过。绝大多数同学在表现“心
爱”之处时，总会写到玩具或文具陪伴他（她），给他（她）鼓励，给他（她）勇
气，让他（她）战胜困难，就单篇读来，已是觉得牵强，更不用说多篇如此，“撞
车”现象严重了。

总之，对于赛场和考场作文来说，“切题”就好比是数字“1”，其余的诸如
立意、结构、语言等都是数字“0”，有了这个“1”，其余的“0”才有意义！

全市四万多参赛同学已经报名结束

“增华阁”大赛在即，赶紧来看老师的写作技巧点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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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选择材料，是文章写
作的基本要求。这是老师们多次强
调的，也是同学们一直在努力实践
的，重要性不必多说。

就 2022 年大赛的写作结果来
看，同学们在材料的选择、组织方面
存在以下三类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生拉硬拽。
很多同学虽有切题意识，但所

记叙的事件并不能够体现题目的
“内涵”，只是在文中一次又一次地
看到同学点题的话语。比如，小学
三年级组A卷中《我真幸福》，很多
同学都写到喜欢发火的家长让他
（她）感到幸福，读起来很是牵强。
还有一部分同学写爸爸妈妈“逼”
着自己洗红领巾、洗袜子，一开始不
理解他们的“不管不问”“不帮不
扶”，但后来明白了这正是父母爱的
体现，要让自己学会自理和独立，于
是慨叹“我真幸福”，这仍然是为切
题而点题。

句容市文昌小学三（5）班的张
睿洋同学以“我真幸福”为题，揭示
出“幸福”的真谛——精神的富足，
很有见地，如此作文，是为真正切
题，文中材料与立意是相统一的。
句容市凤凰城小学三（4）班的许翔
杰同学写的是浓浓的同学情让他感
到幸福，这也是切题的。文中事件
之于立意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
成”的。

也许老师在学校教过一些“管
切题”的技巧，但是，内容才是硬道
理，只知点题，作用不大。说到底，
其实还是审题和立意的问题，这一
点是无法绕开的。

第二，似是而非。
小学三年级组A卷作文题《装扮我的卧

室》，很多同学写打扫卧室，看到窗明几净，整
整齐齐的卧室心情非常舒畅，还得到了家长
和亲友的表扬，心中非常自豪。就打扫卧室
这件事本身而言，非常好，而且由此所表现的
主旨也挺不错。但是，我不禁要问，“打扫卧
室”与“装扮卧室”相差几何呢?

“装扮”是“打扮”的意思，与“装饰”是分
不开的，必须有美化的过程和变漂亮的结
果。干净、整洁只是“装扮”的前提和基础，并
不是“装扮”本身。

小学高年级组A卷作文题《我来做回美
食家》，本次竞赛很多同学都选了这个题目，
也许因为同学们觉得有话可说，在各校大力
实施劳动教育的背景下，回家做一道菜几乎
成了学校布置、家长配合、学生操练的必选
项。但是面对《我来做回美食家》这个题目，
选择做饭做菜作为素材，无疑是严重偏题，甚
至是走题的，这就是选这个题目的同学“集体
翻车”的原因。首先，对“美食家”这个概念同
学们界定不清，其次，文题中的“回”使得写作
内容受限。

所以，写作文就像打靶，子弹正中靶心才
好，一环、两环的成绩终归不是好成绩，作文
的选材也不能总在外围打转，似乎能触碰到
边缘，但终究不是真正要表现的那一个。

第三，千人一面。
无论是考试作文，还是竞赛作文，大家同

做一个作文题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像
2022年“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虽然小学组
分三年级、四年级、高年级三个年级组，且有
A、B、C三套不同的试题，命题的老师一共命
了 60个作文题，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
些题目较“受冷落”，选择者少；而有些题目则
很“热门”，比如小学四年级组A卷的半命题
作文《_____发芽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同学选

了这个题目，而且可能小学综合实践课程中
有相关的内容，所以选择这个题目的同学又
有很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豆、绿豆、大蒜之
类的事物，观察流程差不多，就连记叙和描述
的语言也差不多，这很容易带来批阅老师的
审美疲劳，这些作文也就不容易在竞赛中胜
出了。

当大家都“一窝蜂”的时候，极少数同学
另辟蹊径，选了“自信的种子”“梦想的种子”
等等。句容市实验小学四（2）班米家毅写的
是《梦想的种子发芽了》，文章既切题又能围
绕中心选取和组织材料，因选材不同，再加之
语言简洁明快，自然是篇不同凡响的文章。
其实，当选材新颖了，文章立意也就不同于其
他作文了，所以，最终也能较好地取得立意新
颖的效果。

再如，小 学 四 年 级 组 B 卷 题目——
《______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一个半命题作
文，文章成功与否和选材是否新颖独到关系
很大。大多数同学写的是××人是我的好朋
友，平庸之作比较多。但市红旗小学四（6）班
的唐彦博同学选取的是书本，文章题目为“书
本是我的好朋友”，文中写了书本给予他知
识，给予他陪伴，驱走无聊，带来快乐，这个选
材的角度和立意就挺好。江苏大学附属小学
四（2）班的朱婉秋同学则写“快乐是我的好朋
友”，无论是怎样的天气，无论遇到了什么事
情，快乐都陪伴着她，和她如影随形，这让我
们感觉到了朱婉秋同学的乐观、开朗，这个材
料也很新颖独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题目如果选择写人的，也可从以下
方面着手追求独特：一是这个人本身的性格
特点、言行举止比较独特；二是这个人与小作
者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忘年交”的那一种；或
是此人的生活背景比较特别；三是这个人与
小作者的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比较特殊；四是
小作者写人叙事时的手法、语言风格比较特
别。

总之，同题作文，同场竞技，素材的选择
至关重要。富于个性特征的选材、独特的写
作角度，是好文章的关键之处。只有充分把
握赛题特点，选择合适的素材，才能较好地完
成赛场作文。

一般说来，文章有五种表达方
式，分别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
说明。当在一篇文章中，某一种表
达方式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并成
为比较鲜明的特色时，我们就会据
此把文章从文体的角度分为记叙
文、议论文、说明文；而在记叙文中，
又经常会依据写作的主要内容将之
分为写人类、记事类、状物类三类。

在实际写作过程中，这些表达
方式一般都是综合在一起灵活运用
的。记事的文章虽然着重叙事，但
要将事情过程说清楚，说具体，说得
生动，说得有趣，离不开一定程度的
描写和恰到好处的抒情和议论；写
人的文章虽然要深入写人，但离不
开一定程度的记事；写景的文章更
要做到情景交融。同样的道理，

“理”和“事”也是互相依存的，所谓
“就事析理”“一事一议”“夹叙夹议”
都是表明“说理”离不开“记事”的道
理。情感的抒发，也常常渗透在记
事、写人、状物、说理之中，也需要借
助其他几种表达方式来实现。

在此，我就四种表达方式的运
用要点赘述一二。

第一，关于抒情和议论。从目
前小学生和初中生写作的实际来
看，最多写的是记叙类文字。这类
文章中的直接抒情和议论文字更多
关乎立意，且是水到渠成之事，就技
法而言，多用感叹句、反问句等句
式，无需多言。

第二，关于叙述。简而言之，叙
述是指要将人物的经历、活动或事
件的发展变化过程记录下来，其第
一要素是有序，写作的顺序是否明
确、合理，是判断这一类文章成功与

否的关键性要素。叙述可以以时间为序，也
可以以时空转换为序。

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三（2）班钱欣冉《我
成功了》一文，记叙的是给爸爸做生日礼物
——泰迪熊布娃娃的事，小作者既用了“先”

“再”“接着”“然后”“最
后”等表示先后顺序的
承接关联词，也比较灵
活地用“沿着铅笔的印
子把泰迪熊的轮廓一
一剪好后，我就用针和
线先把泰迪熊的三边
缝起来”“基础的活都
完成了，该进行局部装
饰了”等过渡句进行较
大层次的过渡，显得条
理清晰，一目了然。

第三，关于描写。
描写是指用形象的语
言，对人物、事物、景物
等作细致入微的描绘，
给 人 以 真 切 的 感 受 。
毫不夸张地说，人物是

否形象丰满，事物是否形神兼备，景物是否能
够让人如临其境，文章是否有血有肉、引人入
胜，描写水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描写要有序。如《我心爱的玩具》《我
心爱的学习用品》等题，同学们在写作时不可
避免地要对玩具或文具的外形进行描摹，让
读者对描写或说明对象有一个正确、直观的
印象，这时候，描写或说明的顺序就显得特别
重要。有的同学写书包，写了一个夹层，又写
一个夹层，大夹层还套着小夹层，让人看得一
头雾水，不知道他的书包究竟长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要采用整体到局部、由外而内的顺
序进行描写或介绍。

2.描写要具体。比如写“静”，我们说“这
里很静”，语言就是笼统的、抽象的，如果改为

“这里很静，只听见笔和纸的摩擦沙沙作响”，
“连一根针落到地上也能听见”，这样写就具
体些了，但不新鲜。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是这
样来表现静的：

四周是那么的宁静，你能听见一百米外
松鼠在枯枝上跳来跳去，断枝掉下来，先微微
地勾住另外的树枝，然后落到松软的草面上
——永远地掉在那儿，静静地等着腐烂。

什么是具体?就是要将事物写得可闻可
睹可摸可感，而且要尽量给人以新的感觉，语
言的美感也就产生了。

3.描写要调动多种感官。人有“六觉”即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心觉，调动多种
感官感知世界，观察事物，才能体察入微，把
握事物的特征，同样，用文字描写时，也需要
调动多种感官，才能生动具体。宋代大文豪
苏轼有首《鹧鸪天》，词中“林断山明竹隐墙，
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
蕖细细香”，则是调动了视觉、听觉、嗅觉等多
种感官，动静结合，多种色彩组合，由远及近
地生动地描写出一幅夏末秋初美丽的图景。

4.要学会描写场面。场面描写是指对人
物（往往是众多人物）在一定时间和环境中的
活动所构成的画面的描写。场面描写要做到
有条不紊，主次明晰；既有全景的描述，也有
细致的特写；要写出特定场合的气氛。

镇江新区第一外国语小学三（5）班沙亭
妤同学《我真幸福》一文，开头不凡。她直接
切入事件，写了老师布置一项特别的作业，以
及同学们听后的反应。

老师话音刚落，班里就炸开了锅，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有的说“我有一件棉袄可漂亮
了”，有的说“我一双棉鞋正好嫌小了”，还有
的说“我有一顶帽子特别暖和”……

其中，“班里就炸开了锅，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这是面的描写，“有的说……”一组排比
句，是点的描述，我们仿佛听到了同学们的议
论，也可以脑补出同学说话时的积极、得意的
神情，更让我们感受到同学们的热情和大方，
热闹与炽烈扑面而来。这样的开头很有表现
力，点面结合，营造气氛，引人入胜。

5.描写自然环境要精当。“一切景语皆情
语”，自然环境的描写可以交代时间、地点等
事件要素，还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可
以烘托气氛，营造氛围，表达内心情感。沙亭
妤同学《我真幸福》全文就这一句环境描写：

从报告厅回教室的路上，太阳暖暖地照
着我们，天变得更蓝了！

暖暖的太阳，更显蔚蓝的天空，恰到好
处，因为，小作者的内心充满了幸福感，幸福
着云南山区小朋友的幸福，更是感受到了给
予的快乐。所以，我们强调环境描写，并不是
说越多越好，辞藻越华丽越好，适切的，才是
最好的。

6. 要着力写好细节。所谓“细节”，是指
人物、景物、事件等表现对象的富有特色的细
小环节。它是小说、记叙文情节的基本构成
单位。任何写人记事的文章，都必须把细节
写好。细节描写是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
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细微复杂感情，点化人物
关系，暗示人物身份、处境等最重要的方法。

细节要尽量典型，富有表现力，能起到以
一孕万、以小见大的作用。细节要真实，还要
新颖独特、有生命力。比如，茹志鹃的《百合
花》中运用细节描写两处写到了通讯员枪筒
里插的树枝，前后呼应，把通讯员天真、纯朴、
热爱生活、爱好自然等品性活生生地写出来
了。

具体来说，细节描写又分为肖像描写、动
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
语文课上，老师一般都会重点分析，此处不再
一一举例。 文/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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