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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的时代。
各种有形（文字）无形（口头）的表达，各种自觉（我要写）或不自觉（要我写）的写作，已经成为
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通过写作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写作能力也被国内外诸多的专家以及国家人事部门作为衡量人才
的主要标准之一。
可见，写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是现实工作的需求，也是时代的要求，是大势所趋。
因此，我国高等院校近几年来也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写作能力，
尤其是应用写作能力不仅是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工作、生活及社交的需要，也是人人所应必备的基
本技能；不仅为了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需求，也是自身人文素质提高的表现：写作的过程也是思维的
过程，在以创造性、抽象性和严密性为特征的写作活动中，写作者的想象能力、逻辑思维、系统观念
、创新意识、严谨态度和科学方法都得到有效的培养，而这些重要素质的养成，毫无疑问具有超越技
能训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写作课是一门不可或缺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是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有效
补充和替代。
把写作课纳入到大学语文课程的内容体系，使大学语文的教学尤其是高职高专的语文教学实现提升文
学修养和表达能力的双重效果：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同时也紧密贴近职业教育的目的。
    本教材的编写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是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使写作课程在人才综
合素质的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尝试。
因此，我们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注意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教材的实践性。
写作活动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写作能力的培养不能仅止步于纸上谈兵。
这部教材注重对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多方面能力进行培养，涉及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
力、语感能力等几个方面，在教材的编排上突出了写作的基础能力和培养（上编第三章）、写作的语
言表达能力与培养（上编第四章）和写作实践能力与培养（上编第五章），并在此基础上编排了大量
的例文与习题，使学生能够将感性认识与理性思维相结合，逐步加强对写作的认知和理解，并系统地
培养和指导学生的写作实践活动。
        其次是教材的连续性。
连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体系的连续性。
应用文写作往往注重教材的可操作性而忽略了教学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一即是一，学二即是二，缺少举一反三的基础。
因此我们在教材的编写中极力弥补这一弱点，力求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写作活动的各个环节的内容与要
求，并透彻分析原因，利用教材上编的五章篇幅使学生“知其所以然”，能够在了解知识的基础上提
高能力，在拥有基础能力的基础上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按照要求进行写作；利用下编的六章
篇幅涵盖了日常工作中有代表性的“行政公文写作”、“事务性文书写作”、“会务文书写作”、“
学术论文写作”和“申论写作”。
这只是起到一个点拨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够做到触类旁通，进一步拓宽自身的写作领域而不受
文体或表达要求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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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第一章写作概述　　本章要点：本章主要阐明写作的特点、规律和基本技巧。
写作的基本特点是个体性、实践性、创造性、综合性、书面性；写作的基本规律是双重转化律、多元
统一律、点化调整律。
在对写作的基本技巧进行介绍时，着重对有利于提高文章表现力、增强表达效果并且在写作的各个环
节都能够起作用的几种写作技巧作了具体分析，着重理解这几类技巧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教学的难点
。
在对本章的讲授中，要注意强调规律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使学生深入体会写作的特点和规律，揣摩技
巧的特点和作用，自觉按照规律进行写作活动。
　　写作是什么?有人说，写作就是写文章；有人说，写作是一种能力；有人说，写作是一种工具；还
有人说，写作是一种行为过程。
可谓众说纷纭，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却没能够说出写作的实质。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该认为写作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写作是作者制作文章的实践活动。
作者是这种实践活动的主体，文章是这项实践活动的产物。
这种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其社会性集中表现在：写作的源泉是社会生活；作者写作要受时代、社会的影响和制约。
　　同样，实用性的写作对生活的依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古至今，凡是有历史价值的实用文章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生活为写作依据的，都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
会生活密不可分。
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歇阳修的《朋党论》，这些著名的政论文在当时都是
实用文体，都与当时的政治局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写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