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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写作教学思想是叶圣陶教学思想的精华所在。他提

出了“写作要‘立诚’”“写作生活化”“阅读写作观”和“‘通’且‘好’”等重要作文理念。这启

示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要设定科学的作文教学目标、制定合理的作文教学方法、制定全面的作文评改方式。

总之，叶圣陶的作文教学思想对当下的中学作文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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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e Shengtao is a famous writer and Chinese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teaching thought is 
the essence of Ye Shengtao’s teaching thought. He puts forward some important composition con-
cepts, such as “writing should be ‘honest’”, “writing should be life-oriented”, “reading and writing 
view” and “good” and “good”. This enlightens teachers to set scientific composition teaching objec-
tives, formulate reasonable composi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formulate comprehensive compo-
sition evaluation methods in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a word, Ye Shengtao’s thought of com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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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eaching has important guidanc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nt middle school 
composition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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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叶圣陶是我国 20 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文教育大家之一，在长期的语文研究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有关

语文教学的创新型理论成果，为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叶圣陶一生为人真挚、严

于律己、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了榜样。他反对割裂学习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主张全面发展，将学生培

养成健全的公民。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独树一帜，为当今的语文教育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

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如今作文教学的发展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学生的作文写作实践离不开作文理

论的指导，实践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文教学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叶圣陶作文教学思

想对作文教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当今中学语文作文教学出现的问题，依据

叶圣陶的写作观，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探索出具有可行性、针对性的方法和策略，从而改善当前中学

语文教学现状，有助于作文教学能够步入正轨。 

2. 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的核心理念 

2.1. 写作是极为平常的事 

在叶圣陶的作文教学思想中他提出，我们应该正视写作的目的，大多数人写作只是生活的需要。写

文章一定是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某件事情看起来新鲜，或者说某件事情引发了思考，都可以将其记

录下来。不要过分去解读写作，说话是用嘴说想说的东西，写文章其实就是用笔写想表达的东西。但是

大多数人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写作的真正目的，不是只有写时政论文或者社会见闻才算是写作，我们写作

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谈论国家政事，发表重大见解，大多数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记录生活。叶圣陶提

出这个观点主要是想消除大部分学生对于写作的畏惧，让写作亲近我们的生活，由此揭开写作的神秘面

纱，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写作。 
叶圣陶曾说：“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欲望；正同说话一样，胸中有所积蓄，不吐不快。”([1]: p. 327)

好文章都有非写不可的原因，有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了要写作的想法，就要立刻下笔，不要畏手畏脚，

切不可错过最佳的行文时机。如有信要写，有笔记要记，有可叙的事情要叙出来，有可说的情意要表达

出来，那时候千万不要放过，必须准备动笔。教师要教导学生，不要把作文当成作业，没有老师的要求

自己就不会去动手写作，不要错过任何动笔写作的机会，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养成提笔写作的习惯，任何

激发我们情感的事情都值得动手去写。写作不要勉强去写一些自己都不懂的东西，写最亲近的事情，写

自己百分百了解的事情，只有自己充分了解表达透彻，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写什么。 
写作是一件平常却不随意的事。叶圣陶曾说：“写作原是说话的延续，写作材料应该以自己的经验

为范围，这就把写作看作极寻常可是极严正的事。”([1]: p. 134)写作文章，不管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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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是“笔墨的游戏”，而是出自真诚的表达，出自不落窠臼的“经验”和“意思”的总结。很多教师

在作文教学时，只注意到了写作技巧的训练，却忽视掉了写作态度的重要性，教师要教导学生写作时要

写自己百分百知晓、理解的事情，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所提出的写作要“立诚”，我们的写作内容不求独

具一格，但是必须是来自自己真实的积蓄，发自肺腑的情感总是独特的。叶圣陶提出，在写作时我们应

持有诚恳、认真的态度，写自己真实的东西，就是认真。一个从来不关心实时变化的人却写了一篇时政

见解，这种就是不认真。写作态度不端正一定会影响作文的水平，因此写作一定要端正态度，不写远离

个人经验的文章，而是要写知道的最亲切的东西，表达最真实的情感。叶圣陶提出写作的中心主旨要明

确，写作与口头讲话不同，开头讲话可以不考虑交谈的连续性，但是写作必须紧密围绕一个中心主旨展

开，所以在动笔前应该先思考自己是否清楚要表达的内容，要让别人在读你的文章时看得懂你要表达的

意思。有很多人写大篇幅的文章，看上去规模宏大，但却不知道究竟要表达出什么思想，拿给别人看，

别人也说不出文章在讲些什么，这就是忘记了写作要紧扣主旨展开的结果，这样的文章空有皮肉却无筋

骨。前面虽然提到，有了写作的欲望就要及时动笔，但是动笔的前提是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纲要，一篇文

章的主旨是很容易确定的，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想要通过这篇作文传达出哪些思想，认定你

写作的目的，紧扣住主旨展开，这样就不至于在写作过程中出现偏离主旨，甚至主旨不明的情况。 

2.2. 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水 

叶圣陶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提出了大量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样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他创作

出了很多优质的文学作品，他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生活。叶圣陶提出，充实的生活

就是写作的源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写作的宝贵积累。生活写作思想是叶圣陶最为著名和经典的写作思

想，他认为写作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写作就是写真实的生活。写作需与生活经验密切相连，不

能脱离生活而谈写作。 
叶圣陶认为，写作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他提出写作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写作就是将真实的生活

写出来。写作不是一件为了考试而应付的工具，而是人生命存在的语言传唤。大部分的学生提起写作就

会产生畏惧心理，说白了还是无话可写，心中无所积累自然没有能表达的内容。叶圣陶曾说：“所积蓄

的正确度与深广度跟着生活的进展而进展；在生活没有进展到某一阶段的时候，责备他们的积蓄不能更

正确更深广，就犯了期望过切的毛病，事实上也没有效果。”[2]因此，他认为学生应该走进生活，多多

接触生活参与真实的生活，多与人交往，积累一些生活经验。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是做不到这点的，

无法参与真实的生活就无法积累到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才会无话可说，即便是写出来了

也并非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叶圣陶认为，写作就是要写最亲切的东西，所以写作的素材必须是学生百分

百了解的东西，百分百了解的东西一定得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从某些事情中我们做了什么因此获得了

哪些感受，我们所经历或体验的事情多了，我们自然能说出来某种话。而来自生活的素材是最真实、最

有意义的素材，这样的素材最能打动人心。 
关于教师命题作文，叶圣陶先生精辟地指出：“凡是贤明的国文教师，他出的题目应当不超过学生

的经验范围，他应当站在学生的立脚点上替学生设想，什么材料是学生经验范围内的，是学生所能写的、

所要写的，经过选择才定下题目来。”[3]叶圣陶提出命题作文应该与学生生活相结合，他认为学校的命

题作文大多数是远离学生所能积累的生活经验的范围的。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去写这些无话可写的

作文，教师为了完成教育指标强迫让学生去写一些完全不理解不感兴趣的作文。长此以往，学生会逐渐

失去对写作的兴趣。但是，应试教育的作文考试不可能取消掉命题作文的考察，因为这也是测试学生语

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教师应该对命题作文的命题思路方面进行调整。教师在进行作文命题时，

要考虑到学生生活经验所能达到的程度，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哪些方面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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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亲近学生真实生活的内容，哪些方面是超出学生掌握能力的内容。作文命题也尽量选择那些学生生活

经验所能达到的范围去出作文题目。作文命题的选择尽量不要超出学生生活经验积累的范围，教师命题

作文时应广泛取材，可以选择学生身边的人物、可以选择社会中的热点、也可以选择学校中的事情，只

要是亲切学生生活的，学生真切经历体验过的事情都可以作为命题作文的材料，命题作文必须是以学生

为主体来命题的，教师不能全凭个人喜好去命题一些学生根本不了解的题目，而应该从学生对于生活的

感受，从学生的角度去给学生出作文题目，要让学生平日里积累的写作素材能有所用，才能使学生有获

得感，学生的写作水平才能有所改善。否则学生只会逐渐丧失对写作的兴趣，学生写作能力水平的提升

也会变得遥不可及。 

2.3.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叶圣陶在他所著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多次提到“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这一理论，阅读能力

的培养与写作能力的提升是密切相关的。写作是基于阅读的，一个学生的写作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也是

取决于其阅读的能力。作文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应从阅读中来，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写作能力的高低取决于阅读能力的高下[4]。 
善读才能善写。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阅

读能力培养好了，学生的语文才能学的扎实。新课标中提出的“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注重情感，形成良

好的语感”等规定，也明确了要发展学生的个性，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学生具备独立阅读课文的能

力。学生的写作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阅读的程度，教师在日常的阅读教学中，要注意多带领学

生读精选文学作品，深入剖析他人写作思路和策略，引导学生将文中所学到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自己的作

文中，学有所用。比如，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某篇文章内容进行分析，作者是如何引入话题，如何

表达思想感情的，这篇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让学生去分析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要求学

生自选立意，学着该篇文章作者的写作思路和写作手法，去写出一篇文章。教师要注意，这里的教是将

所阅读文章的写作方法技能交给学生，而不是将写作程式交给学生，使得学生在写作时将阅读所学到的

方法加以灵活运用，而不是死板的套用。这样既考验了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程度检验了学生的学习效

果，也加深了学生对写作的理解提升了写作水平。 
爱阅读，多阅读，会阅读。在阅读中积累，培养阅读的习惯，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我们常说，书

中自有黄金屋，培养阅读的习惯对于我们的终身都是受益的。我们无法亲眼去体验世界的美妙多彩，但

是读书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阅读可以为写作提供丰富的积累，所以教师可以适当地

给学生推荐一些好的阅读书籍，特别是那些容易引起学生的触发的让学生有所感悟的书籍，使得学生可

以从作者的观点中得到启发，收获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养成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不论

是在书本中还是在报纸上，一些好词好句或者是可以引发思考的有趣的内容都可以记录下来，成为我们

未来写作文章的素材。叶圣陶强调，阅读必须认真，先求认真，再求速度，这是非常重要的阅读习惯。

养成阅读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阅读的方法，如果阅读只是一味地求速度，一遍读过去

甚至不知道书中说了什么，与其这样去浪费时间那还不如不读。因此，教师要交给学生阅读的方法，阅

读不可以囫囵吞枣，要有所触发，有所感悟。在阅读的时候应该边读边思考，仔细琢磨作者用字用词的

方法和表达的技巧，从这些东西中总结写作的技巧。 

2.4. 写作是基于语言的训练 

叶圣陶认为，思想不能空无依傍，思想依傍语言。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媒介，同时也是思想的媒介。

思想是存在于大脑中的话，想要把大脑中的话变成书面上的文字，这就需要语言的表达。语言的表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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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于每一个写作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就如同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

出，思想得不到尽情的表达怎么而言都是十分尴尬的，所以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叶圣陶提出，作文语言的立诚同样是作文立诚的必要内容[5]。语言一定要做到简洁、精炼、正确。

写作语言的运用目的不仅是为了能表达出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保证中心主旨的真确传达，还要保证句

子的逻辑性和适切性，不违背语言规律。很多学生对于优秀作品的评判规则存在着误区，认为使用大量

华丽的语言和高级的词语会提升整个作文的水平，于是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把作文写成了一篇华丽语言

的堆砌，既没有逻辑性，没有主旨可言，这样的作文给人的感觉是很生硬的，无法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想

要传达出的真情实感，甚至会影响读者的正常阅读。语言的运用也要注意去伪求真，叶圣陶要求写作要

写真情实感，用华丽词汇堆砌而来的文章是无法传达出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的，他认为这样写出来的文

章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写自己了解的最亲切的东西，好

的作文应该是精密又诚实的，写作贵在求诚，语言的运用尽量少些大话空话，甚至一些无法得到取证的

话，不了解的不确定的语言不要用，朴实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写出生动的文章。叶圣陶认为，写作就是说

话，说话是用嘴说，写作是依靠笔头来说话。我们在与人交谈时都会注意到尽量少说一些废话和无意义

的话，多说无益，多写也无益，多余的部分只会让人觉得像个累赘。所以，我们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要

求能够尽量确保正常的阅读和交流。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媒介，也是思想的媒介思想是依托语言表达出来的。学习写作其实就是在学习思

想，思想出了问题，那势必会通过语言反映到文章中去。因此，进行语言的训练，有助于将心中的思想

不打折扣的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作者思想的传达，零散琐碎的语言所传达出来的

思想一定是不具体朦胧的，有组织且严密完整的语言传达出来的思想一定是具体清晰的，思想的水平决

定了整篇文章的立意深度，可是思想是依傍语言的，思想能否得以准确表达是受语言习惯的影响的，不

正确的语言习惯会牵累了思想。因此，教师在日常批改作文时，不应该将对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

检察和思维能力的查看相剥离，因为语言文字是同思想紧密相连的，只要求学生对语言文字进行修改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使得学生最初想要表达的思想发生变化。 

3. 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对中学作文教学中的启示 

3.1. 设定科学的作文教学目标 

写作要走向生活化。叶圣陶曾多次提出，写作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引导学生找到写作的源

头，学生才能寻得写作的乐趣和灵感。生活丰富多彩，充满着可以让我们利用的话题和材料，只有我们

紧扣住生活这个大命题，才能源源不断的发掘出写作的灵感。叶圣陶先生指出，“生活”在写作这一活

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平时处于怎样的生活环境中，那写出来的作文也就是什么样子。因此，

学生的写作必须指向“生活化”，引导学生善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去找寻写作灵感。 
要鼓励学生“敢写”，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能成为我们的写作材料。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激励，选取一些可能会引起学生兴趣的话题进行作文教学，唤醒学

生的写作热情。教师也应该为教学营造轻松舒适的环境，良好的教学环境可以更好地唤醒学生的写作意

识，让学生在写作中发现乐趣，培养学生对写作的激情。 
引导学生写作要“立诚”，表达真情实感。叶圣陶认为，写作与做人是一样的，“有真意”应排在

第一位。树立正确的写作态度，文章少一些造作卖弄，少一些浮夸辞藻。我们当前的作文面临的很大的

问题就是为了拿到高分，学生写作往往是通过大量不真实素材的堆砌，这样的文章没有真情实意的表达，

失去了文章的灵魂。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可以先在日记或者每日随笔中去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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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要让学生意识到写作是一种用语言表达内心世界的行为，只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才能让文章拥有

灵魂。 

3.2. 制定合理的作文教学方法 

写作教学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作文教学不仅要反思如何教学生，更

要反思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方法。叶圣陶在教学论中也提到教师要“下水”，亲自体验写作的甘苦，才能

在指导学生作文时更有针对性。但是当前很多中学一线教师却没有做到这点，如果教师都不做示范，单

靠一些理论去指导作文，学生也不会在作文课中有太大的收获。因此，教师要多下手写作，在写作时可

以把自己定位成学生，思考学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教师也可以放下身段，与学生互评作文，相互交流

想法，这样不仅能激起学生的写作兴趣，也能够在交流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教师要有自己的见解，不盲从。作文教学理论不是数学公式，它不是一套固定的模板，教师在作文

教学时也应该学会灵活借鉴。教师在教学中应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学会灵活变通，在教学中加入自己的

思考，敢于打破常规。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教师也应该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去制定写作教学方法，

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重视阅读，阅读和写作两者密不可分。立足文本，赏析优美词句，学习写作手法，带领学生进行模

写，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如《荷塘月色》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写景抒情散文，教师在讲授时可以

重点对文中的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进行讲解，让学生不仅可以体会到作者当时的心绪，也掌握了情景交

融的写作手法，对学生的写作技能也有所提升。 

3.3. 制定全面的作文评改方式 

作文的评论与修改也是写作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通过作文的批改让学生更好地知道自己在写

作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 
叶圣陶提倡评改方式的多样化，作文的评改可以采用师生共同批改、教师面批、学生互相批改、全

班共同批改等多种批改方式。在作文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试着让学生采取自评的方式，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可以让学生先进行自我评改直到找不到自己的错误，这时教师再进行指导。不同的批改方式可以

达到不一样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批改方式。 
教师也要注意评语的规范使用。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所以评语要注意语言规

范。“教师的改笔、批语、评语，要力求没有毛病，标点要用得正确，字要写得工整。”([6]: p. 325)教
师的评语要做到能够给学生提出具体的评改意见，明确指出学生的错误和需要修改的句子。评语切忌假

大空，有需要说明的地方再加评语，没有什么需要批改的地方就可以不批。评语也要注意对学生能够起

到激励作用，适当使用鼓励的语言，在提出评改意见的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4. 结语 

作文就是生活，立足于真实生活是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的核心。叶圣陶认为写作是一种出自真诚的

表达，无论是在写作的语言运用上还是在利用素材的范围上，都要注重从学生真实的生活出发。但是从

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导致出现学生缺乏写作兴趣、作文内容缺乏真实性、

写作素材积累少、写作语言东拼西凑的情况。通过对叶圣陶作文教学理论的研究学习，结合语文教学实

践，有效地指导了当前的作文教学，并对中学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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