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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跟小朋友谈作文的书，但是跟其他谈作文的书不同。
它谈得很深入，却能让小朋友看得懂。
⋯⋯
　　文学的题材来自生活，小孩子的作文也不例外。
小孩子的作文内容来自小孩子的生活经验。
作者在这本书里，随时提醒小朋友要珍惜自己的生活经验，收集自己的生活经验，就不愁没有东西写
。
这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一。
谈作文的书很多，但是容易落入俗套。
作者在这本书里，引用的故事都不是那些老故事，出现的比喻也都不是那些老比喻。
这种避免“陈陈相因”的精神，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二。

　　作文的理论，难免有些抽象，如果有实例出来做佐证，小读者就会读得更透彻。
作者手边旁例丰富，要有就有。
这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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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管家琪，1960年出生于台北市，祖籍江苏盐城。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
曾任《民生报》记者。
是台湾青少年文学界第一个建立个人网站的作家；网上读者达17万人。
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德文及日文。
从事专职写作，以儿童文学创作为主，已创作、翻译、改写图书近300册。
台湾金鼎奖、法兰克福书展最佳童书、慕尼黑青少年图书馆典藏图书、香港书展百大好书奖等奖项及
荣誉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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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文字的声音（一）　　&mdash;&mdash;对话的妙用　　一篇文章，虽然是由平面的文字所
组成，却可以奇妙地发出声音。
怎么样让文字发出声音呢？
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mdash;&mdash;安排对话。
我们先来看同一篇童话的两种版本。
　　【原创版】　　从现在开始　　文 /管家琪　　（取材自《复制瞌睡羊》，民生报社）　　做了
太久的&ldquo;万兽之王&rdquo;，狮王觉得好累，不想做　　了，想找一个接替的人，就宣布一个重
要的决定。
　　&ldquo;从现在开始，大家轮流做&lsquo;万兽之王&rsquo;，&rdquo;他随手一指：&ldquo;就从猫头
鹰开始吧，每个人先做一个礼拜，我再来看看谁最合适。
&rdquo;　　长久以来，猫头鹰一直觉得受到大家的冷落，现在居然可以做&ldquo;万兽之王&rdquo;，
他觉得好神气，马上下令：&ldquo;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要日夜颠倒，跟我一样做夜猫子！
&rdquo;　　&ldquo;什么！
&rdquo;大家全傻眼了，但是，又不能不服从&ldquo;万兽之王&rdquo;的命令，只好各自想办法努力熬
夜。
一个礼拜下来，除了蝙蝠那些本来就是属于&ldquo;夜行动物&rdquo;的伙伴非常习惯以外，其他原本
到了晚上就要睡觉的朋友可就惨了，一个个叫苦连天，睡眠不足，眼眶发黑，几乎都成了&ldquo;熊
猫&rdquo;。
　　第二个礼拜，轮到袋鼠做&ldquo;万兽之王&rdquo;。
他很激动的说：&ldquo;上礼拜猫头鹰把我们整得好惨，我要报复！
从现在开始，我规定大家都要用跳的走路！
&rdquo;　　&ldquo;哇！
&rdquo;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大伙儿都在苦练跳高。
　　第三个礼拜，河马又要报复袋鼠，规定大家没事就得泡在水里，泡得大家的皮肤都皱巴巴的，好
像都成了犀牛的亲戚。
　　第四个礼拜，轮到小猴子当&ldquo;万兽之王&rdquo;，大家都非常担心，他会不会规定从现在开
始，大家都得住在树上，都得成天抓着藤条荡来荡去？
　　幸好，小猴子只说：&ldquo;我规定&mdash;&mdash;从现在开始，每　　个人都按照最适合自己的
方式来过日子。
&rdquo;&ldquo;吔！
&rdquo;大伙儿纷纷欢呼。
噩梦终于结束了。
就冲着这一句，狮王笑咪咪的说：&ldquo;不用再往下轮了，　　我郑重宣布，小猴子是最适合
当&lsquo;万兽之王&rsquo;的人！
&rdquo;　　【改写版】　　从现在开始　　取材自《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年级上册）（本文根
据管家琪作品改写）　　狮子想找一个动物接替他做&ldquo;万兽之王&rdquo;。
于是，他宣布：&ldquo;从现在开始，你们轮流当&lsquo;万兽之王&rsquo;，每个动物当一个星期。
谁做得最好，谁就是森林里的新首领。
&rdquo;　　第一个上任的是猫头鹰。
他想到自己成了&ldquo;万兽之王&rdquo;，神气极了，立刻下令：&ldquo;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要跟我
一样，白天休息，夜里做事！
&rdquo;大家听了议论纷纷，可是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天天熬夜。
一个星期　　下来，动物们都叫苦连天。
　　第二个星期，轮到袋鼠上任了。
他激动地说：&ldquo;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要跳着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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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听了袋鼠的话，大家直摇头。
可是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苦练跳的本领。
　　第三个星期，轮到小猴子当&ldquo;万兽之王&rdquo;。
大家都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命令我们从现在开始，都得住在树上，成天抓着藤条荡来荡去？
谁知，小猴子只说了一句话：&ldquo;从现在开始，每个动物都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过日子。
&rdquo;话音刚落，大伙儿立刻欢呼起来。
　　狮子见了，笑眯眯地说：&ldquo;不用再往下轮了。
我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小猴子就是&lsquo;万兽之王&rsquo;了！
&rdquo;　　比较一下这两个故事。
除了在篇幅上，改写版比原创版要短一些，情节也省略了一些之外，两个版本的对话颇不相同。
　　应该说，原创版的对话比较口语、比较活泼吧，譬如猫头鹰说：&ldquo;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要日
夜颠倒，跟我一样做夜猫子！
&rdquo;　　原创版的对话也比较能反应说话者当时的情绪，譬如袋鼠&ldquo;很激动的说：&lsquo;上
礼拜猫头鹰把我们整得好惨，我要报复！
从现在开始，我规定大家都要用跳的走路！
&rsquo;&rdquo;　　可是这一个段落在改写版中就变成袋鼠&ldquo;激动的说：&lsquo;从现在开始，你
们都要跳着走路！
&rsquo;&rdquo;　　我觉得，改写版这样的安排，使故事在无形之中变得比较平淡。
当然，改写版一定也有其专业上的考虑，比方说，篇幅有限啦，或是担心原创版中所用的一些词，小
二的小朋友不能理解，所以必须换一个词啦，譬如改写版中猫头鹰所说的话，就不用&ldquo;夜猫
子&rdquo;这个词，而以解释性的&ldquo;白天休息，夜里做事&rdquo;来代替。
　　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对话，感觉真的大不相同。
　　在安排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安排。
　　就好像我们看漫画，大部分的漫画（譬如《小叮当》），都是以&ldquo;画&rdquo;为主，
用&ldquo;图画&rdquo;来说故事，文字比较少，对白更是相当简洁，而且都是有必要出现才出现。
　　当然，也有些漫画家，譬如日本漫画家手塚治虫（就是《怪医黑杰克》《原子小金刚》《宝马王
子》《森林大帝》等书的作者）作品中的文字比较多，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文字放在&ldquo;主
述&rdquo;和&ldquo;说明&rdquo;的位置，是一种协助、辅佐画面的功能（这可能是因为手塚治虫的作
品，内容往往比较丰富，甚至有些复杂，人物的内心戏也比较多，光凭画面实在不易完整表达的缘故
），但他在安排对话时，仍是尽可能的简短，而且也都是在有必要出现时才出现。
　　* * *什么时候才是&ldquo;必要的时候&rdquo;呢？
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
这是吴春晓小朋友所写的《给妈妈的幸福》（取材自《扬子晚报》）。
　　今天，吴老师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作业，给父母洗脚。
　　晚上，我走向妈妈，搂着她，凑近她耳朵边，轻轻地说：&ldquo;老妈，我给你洗脚。
&rdquo;妈妈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愣了半天才说：&ldquo;谢谢你，不用了。
&rdquo;我说：&ldquo;不行，这是老师给的任务。
&rdquo;妈妈这才点头同意。
　　我觉得吴春晓小朋友在这里安排的对话就是必要的，能够把当时的气氛既生动又传神地呈现出来
。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如果是这么写：　　晚上，我走向妈妈，搂着她，凑近她耳朵边，轻轻地告
诉她，说要帮她洗脚，妈妈很惊讶，愣了半天说不用了，可是我很坚持，跟她说这是老师给的任务，
妈妈这才点头同意。
　　感觉上是不是就平淡得多？
　　如果是这么写：　　晚上，我跟妈妈说要帮她洗脚，妈妈起初不肯，一直说不用，后来听我说这
是学校功课，才只好同意。
　　是不是就更没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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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篇钱玉锋小朋友所写的《一只鸡腿》（取材自《扬子晚报》）。
　　今天中午，吃饭时，爷爷煮了几只鸡腿给我和弟弟吃。
我们每人有三只，我刚吃完了大半碗饭，还剩下一　　只鸡腿，我正想挟上去，可发现爷爷只吃一些
蔬菜和一些吃过的剩菜，我心里不禁凉了半截。
平时爷爷非常关心我们，省吃俭用，而且，爷爷每天都要给人家送化肥，送了这家，还要送那家，非
常忙。
他一早起来总要煮粥给我们吃。
我想到这里，这只鸡腿好像变得非常沉重，鸡腿好像也在责备我：&ldquo;真没孝心！
真没孝心！
&rdquo;我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hellip;&hellip;　　在第二段（太长了，需要调整分段），小作者思
绪纷飞，想到了爷爷的辛苦，爷爷对自己的好，气氛是温馨而又感性的，而且有一种&ldquo;一层一层
往高潮推&rdquo;的感觉，可是没一会儿，却忽然冒出&ldquo;鸡腿好像也在责备我：&lsquo;真没孝心
！
真没孝心！
&rsquo;&rdquo;，感觉实在有点儿卡通和搞笑，把前面塑造出来的温馨、感性的气氛都破坏了，这样
的对白就是不必要的。
　　所谓&ldquo;不必要&rdquo;，其实也就是&ldquo;不恰当&rdquo;。
小朋友千万不要误会，并不是说只有人和人之间才能安排对话，才能有对白，人物和动物、植物，乃
至一切无生命的东西之间，当然可以有语言上的交流，因为这就是&ldquo;拟人化&rdquo;的技巧
（&ldquo;拟人化&rdquo;也是一种很基本、很常用的技巧），问题是用的时机对不对，合适不合适。
　　我们再看一篇徐郅纯小朋友所写的《我和小树交朋友》（取材自《扬子晚报》）。
　　&hellip;&hellip;下课时，我经常来到它身边，看到它那嫩绿的叶子，我疲劳的眼睛顿时舒服极了。
有一次课外活动时，我想与小树聊天，坐在它的旁边，彷佛听到它对我说：&ldquo;谢谢你认养我，我
长大了一定会吐出更多新鲜的空气，好让你们呼吸，让你们健康成长。
&rdquo;　　听了这番话，我站起身抚摸着小树，小树动了动枝条，似乎在向我微笑，这棵小树真乖，
我一定要给它浇水、施肥，把它养大。
我还想，要是我毕业了，离开了小树，谁来照顾它呢？
小树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ldquo;别管我，只要你好好学习，我会好好长大的。
&rdquo;　　&hellip;&hellip;在这篇文章中，小作者一共安排了小树&ldquo;说&rdquo;两次话，有两句对
白，大体上都还算恰当，至少整篇文章的风格和气氛还挺连贯；不过，小树第二次所说的话&ldquo;别
管我&hellip;&hellip;&rdquo;可以安排得更好些。
比方说，既然这是一棵种在校园里、由同学们所认养的小树，如果让小树说：&ldquo;你放心，有爱心
的小朋友是很多的，你毕业了，还是会有别的小朋友来照顾我呀！
&rdquo;是不是就比&ldquo;只要你好好学习，我会好好长大的。
&rdquo;要有人情味些？
　　接下来再看一篇臧安琪小朋友所写的《&ldquo;二心&rdquo;课代表》（所谓&ldquo;二心&rdquo;是
指虚心加耐心）（取材自《扬子晚报》）。
　　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是&ldquo;黑金刚&rdquo;，他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几乎每学期都是全班第
一。
有同学夸他是十全十美，我并不同意。
&ldquo;不可能！
再好的人也是有他的缺点的。
&rdquo;其实，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会粗心。
他身为数学课代表&hellip;&hellip;　　我觉得那句&ldquo;不可能！
再好的人也是有他的缺点的。
&rdquo;出现在文章中，就完全没必要。
何况这句话到底是小作者和同学之间的对话，还是小作者自说自话，也不清楚。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小叮当学作文>>

小作者其实大可这么写：　　有同学夸他是十全十美的。
我并不同意，因为再好的人也是有缺点的&hellip;&hellip;　　你看，把那句对白拿掉，丝毫不影响文意
，对于文章风格的连贯性，反而还更好些。
　　我们再来看一篇吴竹君小朋友所写的《我给老妈当翻译》（取材自《扬子晚报》）。
　　&hellip;&hellip;最近，老妈又开始自学起英语来，而我就成了她最倒霉的家庭老师。
　　某日我正在看影片，老妈捧了本书进来，指着没有汉语翻译的一句英文&ldquo;I don&rsquo; t
know.&rdquo;　　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说：&ldquo;我不知道。
&rdquo;老妈大怒：&ldquo;送你上了那么多年学，你怎么什么都　　不知道？
&rdquo;我委屈地说：&ldquo;不是！
就是&lsquo;我不知道&rsquo;嘛！
&rdquo;老妈暴怒：&ldquo;还嘴硬！
&rdquo;老妈：&ldquo;你再给我说说这个&lsquo;I know.&rsquo;是什么意　　思，你该知道了吧？
&rdquo;我说：&ldquo;是&lsquo;我知道&rsquo;。
&rdquo;老妈：&ldquo;知道就快说。
&rdquo;我说：&ldquo;就是&lsquo;我知道&rsquo;。
&rdquo;　　老妈生气了，说：&ldquo;就会那么丁点东西还在妈妈面前摆起谱来了，不懂不要装懂！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lsquo;I know， but I don&rsquo; t want to tellyou！
&rsquo;是什么意思？
&rdquo;　　我如实照翻：&ldquo;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告诉你。
&rdquo;　　结果，老妈瞪大了眼睛，说：&ldquo;你真是太过分了，不问你了。
&rdquo;　　&hellip;&hellip;　　这篇文章，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对话，可是小作者所要表达的那
种因阴差阳错而产生的误会和幽默感，似乎唯有用对话的形式，才能表达得最精彩，所以，这些对话
虽然乍看好像稍嫌冗长，其实未尝不是一种&ldquo;客观且必要的存在&rdquo;。
　　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
在举例说明之后，小作者还很幽默地写道：　　人们常说学习是痛苦的历程，这我是相信的。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老妈学英语，最后痛苦的人却总是我呢？
老妈学英语的热情日益高涨，而我的苦难就日益加深&hellip;&hellip;　　读到这里，相信读者们都会忍
下住莞尔一笑；而之所以能够笑得出来，就是前面那一大段对话所制造出来的效果呀！
　　再来欣赏一篇类似的例子。
　　【例文】　　我教奶奶学英语　　文 /徐超　　（取材自《小学生原生态作文》，远方出版社）
　　一提起奶奶学英语，我们全家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国小伙子到我们瑞安来游玩，想要买支笔，便四处张望找文具店，正好路过
奶奶开的文具店，就走了进去，&ldquo;我要买pen.&rdquo;。
　　奶奶听不懂，以为是要买盆，便对他说：&ldquo;这里没有盆。
&rdquo;这位青年直摇头，&ldquo;No， no.&rdquo;奶奶还是听不懂，着急地说：&ldquo;我这里哪会有
牛！
&rdquo;　　正在奶奶为难之际，我刚好放学路过这里，于是告诉奶奶说：&ldquo;奶奶，他要买一支
笔。
&rdquo;奶奶这才明白，随手拿一支钢笔给了那位小伙子，外国小伙子感激地说：&ldquo;Yes ， yes.
Thankyou！
&rdquo;　　晚上吃饭时，我将这件事告诉全家，全家人都笑得前俯后仰，东倒西歪。
妈妈连嘴里的饭都喷了出来，爸爸笑得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爷爷笑得连眼泪都流下来了。
一阵大笑之后，爷爷提议由我来教奶奶学英语。
　　这样每天放学之前，我都要准备好教学的内容，奶奶也提前关店。
每次，奶奶都学得很认真，我教一句她学一句；我教一个单词，她就学一个单词，还不时地问一问。
　　我说：&ldquo;请跟我读book，book.&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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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不渴不渴，什么意思？
&rdquo;奶奶问道。
　　我说：&ldquo;book就是书，懂了吗？
&rdquo;&ldquo;懂了一点。
&rdquo;奶奶说。
我又随手从旁边拿起一个苹果，说：　　&ldquo;apple， apple！
&rdquo;奶奶以为我要吃苹果，就问：&ldquo;矮婆，矮婆，又是　　什么意思？
&rdquo;我笑着说：&ldquo;apple是指我手里的苹果。
&rdquo;&ldquo;哎呀，太烦了，我不学了。
&rdquo;奶奶不耐烦了。
我鼓励奶奶说：&ldquo;奶奶，学好英语有许多好处。
现　　在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我们温州已经成了开放城市，外地的游客都要到温州来，再说温州还
有许多名胜古迹，外地游客来了说不定还向您问路呢！
&rdquo;　　奶奶听了我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学了起来，而且比以前学得更认真。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奶奶一见到我就说：&ldquo;（下楼）Hello.（好阿油）How areyou？
&rdquo;我一听，感到非常惊奇&mdash;&mdash;奶奶终于能用温州瑞安的英语跟我说上几句了。
我又叫又跳，高兴得不得了。
　　奶奶也开心地笑了。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趣味盎然，全是仰赖对话，如果没有对话，恐怕就很难达到那样令人发噱
的效果。
　　第二章文字的声音（二）　　&mdash;&mdash;&ldquo;音效&rdquo;的妙用　　除了对话，&ldquo;
文字的声音&rdquo;还可以用来表现&ldquo;音效&rdquo;。
　　&ldquo;当当当！
&rdquo;下课了，同学们都一窝蜂地挤出教室&hellip;&hellip;　　&ldquo;啪！
&rdquo;鸡蛋掉到了地上。
&ldquo;哎呀，我们的鸡蛋碎了。
&rdquo;我禁不住大叫一声&hellip;&hellip;　　&ldquo;叮咚！
&rdquo;门铃响了，我很纳闷，这么晚了，还会有谁来呢？
&hellip;&hellip;　　&ldquo;哈哈哈哈！
&rdquo;我刚放学回家，才刚走到我们家楼下，就听到小阿姨夸张的笑声，那是小阿姨的招牌笑声，我
马上就知道，小阿姨来了&hellip;&hellip;　　&ldquo;咿喔！
咿喔！
&rdquo;三更半夜听到警车或救护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真是令人心惊肉跳&hellip;&hellip;　　以上这些
例子都是小朋友作文中常见的写法，那些 &ldquo;当当当！
 &rdquo;&ldquo;啪！
 &rdquo;&ldquo;叮咚！
 &rdquo;&ldquo;哈哈哈哈！
&rdquo;&ldquo;咿喔！
咿喔！
&rdquo;就是&ldquo;音效&rdquo;。
　　适时穿插一点音效，使读者在阅读平面的文字时仿佛听到了声音，确实能使文章显得比较生动。
不过，如何安排音效，在什么地方安排音效，还是应该费心琢磨，不要公式化。
　　比方说：&ldquo;&lsquo;当当当！
&rsquo;下课了&rdquo;（也有的小朋友是写&ldquo;&lsquo;丁零零！
&rsquo;下课了&rdquo;）这种写法就似乎有点儿太普通、太泛滥了，这样一来，读者虽然眼睛看着，
读到了这几个字，脑袋中却不易随之产生&ldquo;音效&rdquo;。
　　要怎么样才能让平面的文字制造&ldquo;音效&rdquo;？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小叮当学作文>>

怎么样让读者明明是看着平面文字，却能&ldquo;听&rdquo;到&ldquo;音效&rdquo;？
　　技巧之一，就是要处理得细腻些。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赵小璇小朋友所写的《桂林亲历记》（取材自《扬子晚报》）。
　　&hellip;&hellip;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桂林有许多壮乡人，他们喜欢在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下对歌，你唱
一句，我唱一句。
歌声飘过山谷，飘过河流，在山中回荡着，水面上有渔民吃力地划着小竹筏，竹筏的竹竿上有一只鸬
鹚，它还是渔民们的捕鱼工具呢！
&hellip;&hellip;　　想想看，如果在这里能够穿插几句歌词，而不仅仅只是说&ldquo;你唱一句，我唱
一句。
歌声飘过山谷，飘过河流，在山中回荡着&rdquo;，文中所提到的&ldquo;歌声&rdquo;是不是就会更具
体些？
　　也许小朋友会说，可是如果听不懂、听不清他们在唱些什么，该怎么办呀？
其实这个并不难，因为我们可以去问、去查呀！
　　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很少是桌面空空、就只有一叠稿纸或一台电脑，然后就清清爽爽地坐在那
里写作的，作家们的桌面往往会堆放着很多书籍、资料和笔记本。
所以，大概普天之下的作家都不喜欢别人来替他整理书桌，因为，只要一经别人好心地整理，什么东
西放在哪里就全乱啦，要用的时候就找不到啦，那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文章要生动，要有细腻的感觉，&ldquo;细节&rdquo;是很重要的，而这些&ldquo;细节&rdquo;，尽
管我们一时不清楚、不确定，也是可以靠着勤快查找来加以补充的。
　　举一个例子：　　&ldquo;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hellip;&hellip;&rdquo;每当我听到这首歌
，就会忍不住鼻头酸酸的，从前和同学们每天一起学习、一起欢笑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每当我听到《送别》这首歌，就会忍不住鼻头酸酸的，从前和同学们每天一起学习、一起欢笑的
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朋友不妨比较一下，是不是稍微提几句歌词，&ldquo;音效&rdquo;会比较好？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一写到有人唱歌或一写听到了什么曲子，就非要带上几句歌词不可（那又是
另一种僵化的公式了），总之，小朋友只要能体会认识到文字可以制造&ldquo;音效&rdquo;，在制造
音效时多花些心思就好了。
　　文字还可以控制音量呢。
我们在看漫画时，如果在画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ldquo;轰&rdquo;，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音量，可
是如果是在文章中，我们很可能就得这样写 &mdash; &mdash;&ldquo;听到巨大的轰隆声
&hellip;&hellip;&rdquo;。
也就是说，必须加一点形容词，加一点描述，让细节饱满些，感觉才会比较具体、比较细腻。
　　又比方说，同样是笑，窃笑、微笑、傻笑、哧哧地笑、大笑、狂笑、爆笑&hellip;&hellip;请大家感
觉一下，尽管都是平面的文字，但它们的&ldquo;音效&ldquo;（包括音量和笑的方式）是不是很不一
样？
　　至于什么时候该用&ldquo;微笑&rdquo;，什么时候该用&ldquo;大笑&rdquo;&hellip;&hellip;这当然
得跟着画面、跟着剧情走，不可能千　　篇一律，就好像音效师也都是根据影片来配合适当的音效，
都是有讲究，不是随便乱配的。
画面上如果是一个人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就应该配上&ldquo;吱呀&rdquo;声，而不是&ldquo;
砰&rdquo;的一声。
　　能够配合画面，甚至能带出画面的音效，才是高明的&ldquo;音效&rdquo;。
只要处理细腻，文字可以做到这一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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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怎样写好作文&rdquo;是让很多孩子和家长头疼的事情，管家琪作为知名儿童文学作家，
对孩子的心理了若指掌，对作文的技巧更是熟稔有余。
两者的完美结合让她写下了《跟小叮当学作文》三部曲。
这套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举例多，真正从孩子的日常生活出发，教孩子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写作题材，如
何运用技巧把生活转化为文字艺术，是不可多得的作文指导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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