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记：一个薄薄的泛
黄的作文本，见证了一位
老师的严谨认真，为我人
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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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 收 拾 书 柜 ，发 现 了 我
1996 年上教育学院时的一个作
文本，薄薄的，还泛着岁月的黄
色。我不禁打开了……

里面不多的几篇作文，记录
了我的青春岁月，也勾起了我对
往事的一些回忆。我翻开了第
一篇作文《秋日情思》，当时的情
景便历历在目了。

那时，刘维颖老师教我们现
代文学。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
个秋日的下午，刘老师走进教
室，在黑板上写下了“秋日情思”
四个字，便让我们开始写作文
了。我坐在座位上苦思冥想、抓
耳挠腮，不知道写什么为好。突
然，我想起了刘老师说过的一句
话：“文学作品可以在现实的基
础上进行加工。”于是我就开始

“加工”了。为了让作文有“创
意”，我还“编织”了一个天缘邂
逅的美丽故事。

作文上交的时间到了，我终
于写完了。同桌抢先拿去看了起
来。突然她露出了怪怪的笑容，
说：“看不出来啊，你的情感经历
真丰富啊！”接着，她还阴阳怪气
地说：“这应该属于你的个人秘密
吧？你真的要交给老师？”

第二周现代文学课上，作文本
发下来了。只见，我的作文被刘
老师用红笔修改得密密麻麻，半
页多红色的评语映入眼帘，那是
我上学以来看到过的最长的评语。

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同
桌也好奇地凑过来，一边起哄般
地大声读着，一边招呼邻桌的同
学一起来看。大家顿时围拢在
我的周围，有的挤眉弄眼，互相
会意地发出了诡秘的笑声，有的
还 挑 衅 似 的 让 我“ 坦 白 交
代”……我被大家的“围攻”和

“取笑”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这
时，刘老师可能察觉到我的作文
引起了“轩然大波”，便走在我的
座位旁边，对着聚拢在我周围的
几个同学说：“鑫凤同学的这篇
作文写了秋日里的一段往事。
这段往事系与一个青年男子的
邂逅，是对一种朦朦胧胧的爱悦
的神往乃至此后长久的眷念。
文中对往事的回忆缠绵细腻，坦
率而无矫饰，读来颇为感人。文
章最大的优点就是写出了真情
实感……如果鑫凤同学不介意
的话，把你的作文修改誊抄一
下，挂在教室里让大家学习学

习！”我原本的一些羞涩在刘老
师这般夸奖之下消失了，于是欣
然答应。同学们再次看我的作
文的时候，都收敛了原先的“不
怀好意”。

我继续往后翻阅，一篇《挚
友》的作文跃入眼帘。文章后面
是刘老师给我写的较长的评语：

这是一篇好习作。文章中的
那位“兄长”是个光明磊落的男子
汉。作者为表现这位兄长的人格
而选的那三件事极有特色，叙述
也生动感人。而习作中“我”的所
思所想也是非常真实的——说
来，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没有
什么可掩饰的。“真”是“善”和

“美”的基础、前提，这个美学原理
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刘老师居然和我产生了共
鸣。记得我的这篇作文再次被
当作范文挂在教室的后墙上，同
学们都老老实实地读，认认真真
地看。

我一边翻阅一边想：我当时
的作文还很稚拙，但是刘老师却
进行了细致的批改，写了那么长
的评语，给予我那么高的评价。
这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发展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刘老师的修改和点评，激发
了我写作的兴趣，也让我明白了
好文章必须要精心构思，反复推
敲，精益求精，注重细节。在刘
老师的影响下，我也变成了一个
认真、严谨、细心的人。我一改
往日的草率与敷衍，写完文章就
反复地推敲、修改。和同学们一
起研究如何写文章、改文章也成
为了常事。渐渐地，我爱上了语
文，爱上了写作。

之前上教育学院中文系仅
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
根本没有打算放弃原来的英语
教学工作，但是遇到了刘维颖老
师，让我感受到了汉语言文学的
魅力，于是就产生了当一名语文
老师的强烈愿望。

教育学院毕业之后，我如愿
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在担任语
文教师的漫长岁月中，我乐在其
中，累着并快乐着。我也像刘老
师一样认真修改学生的作文，用
心去写作文评语，并精心组织作
文讲评。有时候，我和老师们一
起研究如何修改作文、如何让老
师的评语具有评价性、指导性和
激励性，我所带班级在全区统考
中常常遥遥领先，我也因此获得
了“名师”“教学能手”和“山西省青
年教育专家”“全国作文教研明星
教师”等荣誉称号。这与刘老师
当年的赏识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非常庆幸我的人生中遇
到了敬业负责、认真严谨的刘维
颖老师，他是我教育事业的奠基
人之一。如今，刘老师已经作
古，但是他的精神和品质将永远
在我的教育实践中发扬光大。

最后，我要说的是：札记是作文的
必要准备。“写作需要积累”“三天不练
手生”，这是大家熟知的道理。同样，作
文也需要平日的积累和练习。写札记
就是积累和练习的有效手段。

记得开始时，我也有要求写日记。
但后来发现，学生本来课业负担重，如
果再要求写日记，无疑又增添了一重负
担。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写日
记改为写札记。

“日记”“札记”虽然一字之差，可结
果却大不相同。学生卸去了心理包袱，
无疑会对“札记”充满好奇和兴趣。为
了便于取材，我仿照电视和报刊上的样
式，和学生一起商定了《表扬栏》《监督
栏》《错字诊治》《今日一得》《开心一刻》

《突发奇想》《恍然大悟》《铭记心间》《向
你倾诉》《闲言碎语》《街头一瞥》《神游
世界》《文体天地》等十几个“栏目”。

新颖别致的“栏目”，不仅解决了“不
知写啥”的问题，也触发了大家的写作灵
感，为自由抒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自
然，精彩之作时有涌现，我至今记得有位
同学写自己因年终考试没考好，害得过
年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放个鞭炮家长
都烦”，可怜、无助之状溢于言表；有位同
学写过年时跟爸爸去看爷爷奶奶，临别
时奶奶趁转身的瞬间，“偷藏背擩地把钱

塞到她的兜里”，舔犊之情通过一个传神
的细节描写表现出来，颇令人感动。还
有一位同学写的更绝：一位邻居因有急
事把自己的自行车借走，骑坏了车胎归
还时却没告诉主人，结果造成自己“早晨
上学迟到受到老师的批评”，憋屈和愤愤
形象跃然纸上……

好的札记在同学之间传得风快，欣
赏札记、撰写札记成为学生课余生活的
习惯。相互之间借鉴、学习、暗中比试，
为作文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不知
不觉中作文水平得到提高，也就是“无
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了。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也不知侄孙
是否有同感。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由衷
地期望并相信，富有探求精神的年轻一
代，一定会有更好的教法，收到更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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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当小学老师的侄孙打来微信视频，向我探讨怎样才能上好作文课。侄孙
反映的问题，也是语文老师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当语文老师40多年，语文老师
遇到的作文课难，我也同样经历过。因此，我很乐意把自己的一点探索和体会与大
家一起分享。

“作文作文，作得头疼。”这
是中小学生中流行的一句口头
禅。写作文为什么会感到“头
疼”，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打不开
思路，“苦思冥想，无从下笔”，
不头疼才怪。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我采取了讨论的办法。

有一回正月开学，我布置
的作文内容是写春节期间的新
鲜 事 ，然 后 组 织 大 家 一 起 讨
论。说起“新鲜事”，课堂上顿
时就像炸开了锅——

有位同学率先说：“中学生
挂上了 bb机！”

话一出口，就引来一阵哄
笑。上世纪 90年代，bb机只是
老板和司机们的标配，中学生
佩戴这一稀罕物，不仅显得“时
尚”，也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异
类”。我被这位同学的敏锐发
现所叹服，不由得高高竖起了
大拇指。

又一位同学接着说：“飞机
飞到穷山沟！”

大家又一阵嬉笑。改革开
放初期，大街上做生意的清一
色都是南方人。到了 90 年代
前后，一些头脑活络的当地人，
也打起了做买卖的小算盘。当
年，有人不知从哪鼓捣来一架
空军退役了的小飞机，利用城
边一块较为平坦的河滩地搞起
了“环城游”。封闭的小城一时
兴起了“坐飞机热”。我同样给
予了点赞。

一位新转学来的同学，瞧
瞧前后左右，也半迟疑半羞涩
地站了起来，嗫嗫嚅嚅道：“换
上丐装去讨乞！”原来，这位同
学在巷口发现了一位神秘兮兮
的中年人，把自行车停在一个
角落，然后从包里掏出一身又
脏又破的旧衣服，摇身一变成
为“ 叫 花 子 ”，向 居 民 家 中 走
去。原来，行乞也成了一种新
兴的“职业”。

未等我点评，同学们早已
笑得前仰后合。于是，大家兴
味盎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讲
述了各自发现的新鲜事。下课
铃声响起，全班齐刷刷都交上
了作文本。

我由此发现，只要思路一
打开，想说的话就会像潮水一
样涌向笔端，这样的作文有谁
还会写得头疼呢！

我的体会是，作文讲评的目的，不
仅仅是为了评价作文本身，而主要是为
了激发写作的兴趣。为此，我“废除”了

“一言堂”，而采用了老师讲评和学生自
评相结合，并以学生自评为主的方法。

学生自评有分组评价和个人评价
两种方式。

分组评价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大
家围绕本组每位同学作文中的优点和
不足展开讨论，然后列出其中突出的优
点，选举一位代表在全班作交流发言。

个人评价即“一对一”评价。其评
价方式也包含两种：一种是学生两两自
找对象互评，我把它叫作“自由组合”；
一种是老师把作文本像“洗牌”一样打
乱顺序，然后按座次分发下去评价，这

有着浓郁的“老师包办”色彩。
但无论是“自由组合”“老师包办”，

还是分组评价，大家无一例外，都是挖
空心思找出“优点”，搜肠刮肚编写“评
语”，而且字里行间极尽溢美色彩——
总之尽挑好话说。但这又有何妨呢？
每个人不是都有渴望得到别人肯定的
心理吗？能够获得别人的表扬和肯定，
自然都是眉飞色舞、沾沾自喜，从而写
作兴趣更浓、劲头更足。这，难道不正
是我们所要的吗？

最后，我作归纳总结，指出本次作文
的成功之处和改进方向。末了，照例从
中选出若干编入《优秀作文选》供观摩学
习。用不着督促，用不着强调，大家都会
争先恐后，使出浑身解数进行精雕细琢。

札记——作文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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