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表象还原解决香港小学生作文瓶颈的几点思考1 

——以小五上《介绍小松鼠》作文为例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  冯迪鸿    

 

【摘要】 

     在我与学校交流协作的过程中发现，作文教学仍然是个老大难的问题。究

其原因，主要是过于重视作文观察、情境模拟以及好词佳句，把基础性的观察活

动当成了核心教学，把外在的情景模拟和好词佳句当成了解决难题的突破口。由

于大脑的过滤性记忆和内部语言的碎片化、意义云团化等特点，小学生作文时由

于遗忘不能回想起来却必须要写的文章细节，造成了不能下笔，下笔成流水账式

文字，甚至索性抄写等弊端。针对这一写作瓶颈，要明确学生的写作对象不是眼

前客观事物，而是脑海中主观的、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场景化的动态表象。聚

焦小学生脑海中的表象，借助联想和想象，通过确定、拆分、筛选、添加、生成

等五个表象还原的操作教学，让小学生自动勾连过往经验，将遗忘的细节在脑海

里还原成场景化、动态化、个性化的表象；并通过设计和实施病文修改和范文比

较等环节，用语言和词汇激活学生高度浓缩的内部语言，让学生在课堂作文学习

单的工作纸记录行文框架、思路以自己能够理解和运用的语言材料，为其行文扫

清全部障碍，从而实现“我口说我心，我手写我口”的轻松写作状态。 

 

【正文】 

本文取樣的的教科书，是根据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颁布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习

领域中国语文课程指引而编写的。其中作文范畴的编排意图是通过用以明确学

习目标的“我的学习地图”、用以学习写作的课文“阅读”、用以具体学习写

作方法的“作法分析”、用以落实单元写作目标的“综合训练”等板块引导学

生一步一步地学会写作。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汲取教科书里的写作营养，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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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在两篇课文后增加了三个教节的“多学一点点”板块，该板块旨在通过比

较课文相同之处、掌握重点写法、掌握关键书面语等训练，以降低学生写整篇

作文的难度。为解决部分基础薄弱学生的作文困难，教科书在写作范畴的设计

上注重从作文观察、构思布局、想象、语言运用等关键作文能力以及写作兴趣

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训练。按理说，按照这样的设计在香港实施写作教学，

小五的学生应该是“我口说我心，我手写我口”的轻松写作状态。然而在和香

港中文教师聊起写作教学的话题，不少教师感到作文教学老大难的问题还没有

有效解决。比如第四单元的作文编写，为了让学生介绍小松鼠时有话可写，先

后编写了两篇介绍动物的课文学习写法，还引导学生分辨描写、叙述和说明，

学习如何介绍动物的外形和生活习性，还有意识地在第一篇课文学习后安排了

观看小松鼠视频的活动，并在写作前补充了松鼠爪子、牙齿以及如何采集事物

的近 200 字的资料。但老师反馈仍然有部分学生表示不知如何下笔，有的学生

索性就抄写了补充材料，学生写出来作文，大多数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

采。老师也为此一筹莫展。 

 

一、教学的三个误区 

由于参加内地优秀教师赴港澳交流协作计划，笔者先后三年与港澳中文教

师一起备课、磨课，算是对港澳地区作文教学有所了解的。在笔者看来，当下

香港的作文教学误区，至少有三个。 

 

一是對现场观察的迷思。在直观教学的理念下，老师们把小松鼠生活的视

频带进教室，引导学生进行现场观看，本无可厚非。可是个别年轻老师過於重

視 “现场观察”。比如把小松鼠的实物标本也带到了教室，通过玩、摸标本，

整体认识它的特点；启发学生积极调动一切感觉器官如眼睛、嘴巴、手、鼻

子、耳朵、皮肤等来观察体验，还不厌其烦地让学生在大量动物描写的语段中

分辨多感官观察的具体方法；最后让学生运用多感官来观察小松鼠的标本和视

频，并写作。结果呢？除了些优秀的学生写得生动具体外（必须谦虚地承认，

这个结果和老师的指导关系不太大），不少学生要么不怎么会写，原地踏步，

没有长进，要么写出来的内容了无生趣，缺乏童真，鸡零狗碎。不可否认，观



 

察是的起步和基础，离开了对周围事物的细致观察，作文无从谈起。但是现场

观察并不是解决作文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要以为把该观察的都观察清楚了，把

观察方法授予了，学生作文质量一定高了。“小学生的观察、思维、表达能

力，是构成作文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观察是基础，解决内容来源

的问题；思维是核心，肩负着对内容进行加工、组织，使其条理化、系统化的

任务；表达是结果，是把思想内容用符号记录下来，把思维的结果外化的过

程。2”是的，观察是作文的基础，不是前提，更不是核心。 

 

二是對情境模拟的迷思。年轻老师的课堂上，往往会创设“介绍汉堡四要

素（五官、身体、皮毛、四肢）”等情境模拟来引导学生玩游戏，通过动画、

视频、图片、工作纸，再引导学生玩“介绍超级汉堡（肉片，代表小松鼠的习

性 ；芝士，代表小松鼠习性的事例 ；蔬菜，代表我的感受）的情境模拟”，

最后引导学生玩“介绍汉堡卡”的情境模拟，强调了“说明”“描写”“叙

述”方法的选用。老师以为只要有了情境，就能“情随境生，情动词发”，学

生就能成文了。虚拟的情境和真实的生活是有距离的，即使是真实的生活再

现，也不能呈现出学生的情感、思维和语言的状态，教师们所做的仅仅从介绍

小松鼠文章上解构并教学了外在的内容和表达技法，忽视了学生内在小松鼠的

心理表征世界，是如何发展运动的本质。情境的创设和模拟参与，能解决学生

的情趣调动和作文动机问题，但如何写，怎么写好，该怎么去思维，如何把意

义云团的内部语言转换成线性的外部语言进行输出，情境模拟并没有解决。真

正的情境模拟是有助于学生心理世界里小松鼠的形象发展和言语练笔实践的，

而不是包裹着抽象写作技法的情境或游戏模拟。 

 

三是對好词佳句的迷思。不少年轻教师习惯性地在作文课上呈现大量的

“好词佳句”，包括开头、结尾、重点描写的语段等。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学

生语言贫乏都是没有给出“好词佳句”造成的。然而语言运用并不是一看“好

词佳句”就能用的，是学生在一定认知背景下，心理和生理发展中自动化的言

语过程。有没有注意到？即使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好词佳句”，能为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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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为数不多。著名的语文教学专家袁浩先生在他《小学作文教学心理研究与

实践》一书中指出：儿童语言的高下，取决于他们把这种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

结构的能力如何，而儿童表象运动和言语活动的水平则是构成转换能力的重要

因素。因此可见，儿童遣词造句、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所涉及的就绝不是词汇积

累多少或句式运用巧拙的外部言语形式的问题了。3也就是说，脱离了儿童的思

维状态和认知水平，不管教师在课上呈现多少语言素材，都是一厢情愿的。机

械呈现“好词佳句”再进行训练的教学模式，不是遵循儿童语言发展规律的训

练，不是积极主动的言语训练，不是富有情趣和意义的言语训练，更多的是教

师的一厢情愿。从本质上讲，这是没有弄明白小学生作文瓶颈到底在哪里。 

 

二、作文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综上所分析，不难发现少数教师在作文教学中有语言技巧化、训练机械化

的倾向，训练的结果自然就不遂人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错误地认定了小

学生作文瓶颈就在外在的情境、观察、语言上。 

 

在访谈中发现，学生介绍小松鼠作文的主要问题是看到什么写什么，写出

来的是流水账式介绍；若没有提供相关资料，或者看不到什么，学生们就写不

出来，“咬烂”笔杆了；小学生脑海里原有的关于小松鼠的言语素材都不能有

效调动和利用，造成了储备和当下写作的割裂。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制约学生

本次作文质量的瓶颈是很难对小松鼠表象进行回想，很难再现小松鼠表象的细

节，很难形成清晰流畅的小松鼠介绍的思维路径，最终陷入了所谓的“叙述、

说明、描写、外表、习性、事例、感受”等抽象概念中难以成文。我们知道，

不管是写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小学生思维的对象都是具体的客观事

物，由于大脑具有过滤性记忆的生理缺陷，脑海里存在的客观事物都是模糊的

意义云团，而要把这个意义云团交代出来，自然而然就是流水账了。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作文初学者写出来的作文往往是流水账。这就是小学生作文的瓶颈。

若要破解这个瓶颈，就得聚焦学生脑海里的表象，借助联想和想象，使这个模

糊的表象不再模糊，静止的表象不再静止。就本次作文来看，小学生尽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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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观察了不少的关于小松鼠的视频、图片以及文字资料，但是要写的并不是

眼前的小松鼠，而是脑海里的表象小松鼠。小学生们习惯于写眼前的这个小松

鼠，从而滑入了回想不起来的作文瓶颈了。 

 

三、教学的对策：表象还原的五步骤教学 

 那么，如何进行聚焦小松鼠的表象并进行还原操作呢？ 

 

一是确定表象。本文取樣的教科书第四单元“动物也聪明”，尽管把观察

纳入了训练的体系，并从“鹦鹉小博士”的提示入手，引导小学生观察小松鼠

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爪子、毛发等，毕竟小松鼠不是孩子们生活中常

见的动物，但是这里的观察并不能突破本次作文的瓶颈，只是帮助小学生建立

了脑海里的小松鼠表象，并自动勾连生活中其它小动物的认知经验，从而在作

文时让脑海里的小松鼠表象能够运动起来，能够场景化、细节化、个性化。也

就是说，我们在课堂上不能用太多时间去关注小松鼠的真实世界，而是要快速

引导学生进入脑海里关于小松鼠的表象世界、心理世界。 

 

二是拆分表象。小学生脑海里的小松鼠，并不是一幅静止、孤立、僵硬的

图画，而是有细节、有周围环境的动态表象。我们知道学生在观察小松鼠的视

频和图画时，往往伴随着思维，因为观察是一种知觉事物的活动，而这种知觉

活动“一定要抓住事物的联系。事物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各式各样的，有空

间上的，有时间上的，也有性质属性上的。”4也就是说，小学生脑海里小松鼠

的表象，具有“运动”和“关联”的属性，借助单元里的“综合训练”，可以

引导学生把脑海里的小松鼠表象，拆分为“五官、皮毛、特点、能体现这一特

点的场景”等几个表象。这样，学生脑海里的表象，不仅具有激发内部语言文

字画面清晰的特征，还会自动勾连生活经验，把小松鼠周围的人、物、事例、

氛围等相关素材关联起来，激活了脑海里小松鼠活动的场景，使这个场景具有

动态化的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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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筛选表象。只有给小学生插上联想和想象的还原翅膀，才能让他们脑

海里的小松鼠表象处于“各式各样的联系”中，在“补充”“印证”“比较”

“映衬”等“运动”和“关联”中更加突出小松鼠的特点，使小松鼠表象更加

具有流动性和场景化的特征，而这个过程，就是学生脑海里小松鼠表象的运动

过程。具体而言，是根据要表达小松鼠的特点，确定最能表现出这个特点的身

体外形和活动场景，从而筛选出要进行下一步思维操作的表象。 

 

四是添加表象。在每个学生各自确定了具有个性化的、最能表现出小松鼠

特点的外形和场景表象后，就要结合教科书里“综合训练”的内容，引导学生

通过联想和想象，“看”到小松鼠的外形有哪些，“看”到小松鼠在什么地

方，干什么，它的神态怎样，动作怎样，心理怎样，周围有没有其它小动物、

植物，它们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在互动中表现出小松鼠的特点。这样一来，即

使是外形的介绍，也不是“干巴巴”的堆砌，而是生动具体地放电影了。场景

里的小松鼠就“能说会道”了，就能周围“互动”了，就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

了，从而摆脱了为介绍而介绍的单向度写作思维了。 

 

五是生成语象。只要学生脑海里不再是孤立和僵硬的小松鼠标本或者实

物，只要经过简单的定格、筛选、拆分，学生“脑海里有了动态化的表象，嘴

巴就能言语了”，也就能“我口说我心”了5。当然学生能否把脑海里的小松鼠

表象变成语象，变成外部语言，取决于学生的语言水平，因此我们要设计并实

施《小松鼠》病文修改教学，和学生一起把模糊的、片段的、线索性的、内部

意义的、流水账式的文字，变成生动具体、有血有肉的文字，并在比较《小松

鼠》病文和范文中，记录下自己能够理解和运用的、用以介绍小松鼠的词汇、

语句和文段。这个工作要借助《<小松鼠>课堂学习记录表》的工作纸来完成。

这样就为学生下节课的写作扫清了障碍，也就能让学生把内部语言，变成线性

的外部语言了，而且既有说明性文字、叙述性文字，还有描写性文字，从而实

现了教科书对本单元写作范畴的编写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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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离开了表象还原，我们的写作教学会陷入僵硬的、抽象的写作境

地。因此，我们必须指导学生把小松鼠等写作对象置于错综复杂的空间联系、

时间联系、属性联系中去，让小学生脑海里的表象与他们自己的学习、生活以

及生活中的人们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来，促进这一表象能够在“补充”“印证”

“比较”“映衬”等“运动”和“关联”中运动起来。只有老师带领学生走进

表象的运动和变化中，去感受，去发现，去参与大脑内部电影式的表象播放活

动，走进对可接受语言文字的鉴别和赏析中，用句式和词汇激发内部语言的快

速流转，丰富学生心里表征，才会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

写作能力的生长以及对写作任务完成的自觉，也才会有“我口说我心，我手写

我口”的轻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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