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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教育大国中的一个。
她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最古老的教育制度，也造就了以举世闻名的孔子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教育家，
根植了“尊师重教”的文明传统。
古往今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历史总是循着“国兴教育兴，教育兴则国愈兴”的规律发展着。
当历史即将跨进21世纪的门槛之际，人类面临着一个人才竞争的新时代，“兴教”已成为世界潮流；
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人才培养，中国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教育。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影响着国运，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因此，造就一支具有现代教育观念、用现代教育理论武装起来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其深远的战略意
义和辉煌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主持撰写“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艺术与研究”系列丛书正是为着适应时代的呼唤，而奉献给教
师与社会的一园芳香隽永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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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浩，1941年11月生于江苏淮阴。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党代会代表，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理事，国家教委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事，国家教委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
省教育评估院院务委员，江苏教育学院兼职副教授，江苏省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苏教
版女生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主审。
主要著作有《观察与作文》、《小学生作文方法大全》、《小学作文基本功训练的探索》、《讲语法
》、《讲修辞》、《看图作文》、《开窃作文》等，《作文教学心理》、《作文课堂教学》等十多集
电视版已由教育卫星电视播放。
　　戴汝潜，既是该丛书主编，又是本书作者，曾务工、从教、搞行政。
近年来，致力于中国人自己的教育研究：发起1979-1993年中小学教育改革实验总结，主持全国中小学
教师、教研员“教研杯”论文评选，兴办以“科研治教”为宗旨的《读与算教研》、《教学研究报》
等多种报刊杂志，组织学科教育课程、教材、教法专题研讨，规范学科教育研究与课题实验校的管理
，为国家教委决策提供委托任务的研究，目前正从事“素质教育目标课程化、课程内容素质教育化”
的研究，拟创立‘课程实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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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探索篇小学作文基本功训练的探索（开篇语）（一）理论依据与基本认识（二）探索历程与基
本经验一、让作文回到学生生活中去（一）把作文训练与集体活动统一起来（二）加强作文教学与各
学科之间的联系（三）在学生个人生活中渗透作文训练二、把作文变成儿童的“乐事”（一）调动多
种手段，诱发作文需要--从一节写话课说起（二）运用“迁移”规律，培养作文兴趣--从爱“捉虾”
到爱写“捉虾”（三）激发自求了解，拓宽作文兴趣--参观动物园的启示（四）重视作文课上的情绪
生活三、进行观察、思维、表达的综合训练（一）观之有序，思之有序，言之有序（二）观察全面细
致，作文内容具体（三）观察比较，写出特点（四）观察结合联想，文章更加丰满（五）观察思考，
概括中心（六）反复观察，反复思考，自我修改附：要“全”、要“细”、要“比”、要“联想”--
观察、作文指导例谈四、顺应儿童心理，提高讲评效益（一）师生合作，让学生成为讲评课的主人（
二）因人施教，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三）对照比较，把阅读与作文讲评结合起来五、抓好读写
之间的联系与过渡（一）抓住读写的共同性、联结点（二）从读到写，从写到读，读写结合（三）学
会概括归类，促成读写过渡研究篇一、儿童作文心理发展动因浅探（一）儿童作文心理发展的动因（
二）儿童作文心理动机的培养二、儿童作文过程的心理分析（一）获取作文材料的心理（二）概括文
章中心的心理（三）组织作文材料的心理（四）儿童的语言表达与表象活动（五）儿童的外部言语与
内部言语（六）学生自我修改作文的心理三、作文命题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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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比较--排队--确定主次　　材料选定了，对所要写的材料，是否都要平均使用笔墨呢？
当然不能。
这就需要对选定的材料再下一番功夫，区分出主和次来。
从学生的心理过程来说，这就进入了比较的阶段。
还以上述野炊为例，学生经过取舍，留下的，都是能说明团结友爱这个主题的，但是这些材料，对于
说明团结友爱这个主题的作用是否一样呢？
这就需要把所选取的材料进行比较，分出主要、次要的来。
主要的作为重点，详加叙述；次要的，可轻轻带过。
具体剖析这个比较的心理过程，就可以看出：（1）比较，就得有个标准。
人排队按个儿的高矮；材料的主次的排队，看中心。
无标准，就谈不上比较，比较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2）有了标准，就得对一个个具体的材料，进行再分析、再认识。
为了比较，就得把所有材料具体地加以分析，找出它们各自的特征，抽象出它们的意义来。
这实际上是一种分析。
（3）而后再将这些特征与已确定的中心联系起来，进行横向比较，从而确定它们之间主次关系，这
是一种综合。
所以，应该看到：比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分析与综合。
学生只有以中心为根据，同时又深入理解每个材料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正确地确定材料主次关系。
　　心理活动进入这个深入阶段的时候.学生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比如感到对已取的材料不满意，就要
重新认识有关材料，以至重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直到满意满足为止。
这又是对所取材料深化认识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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