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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作文是语文的归宿和落脚点不过分。
我历来认为，语文的事情多半是作文的事情。
学好语文最后要在说话和作文上经受检验。
　　近年来，语文教育备受关注，问题不少，解决起来头绪复杂，变数很多。
语文界同仁为此做出不少努力，但效果不够理想。
依我看，解决语文问题的切入点还应该在作文。
“写”统辖着“读”，“写”制约着“说”，“想”又是通过“写”来外化和表达的。
语文的诸多环节最终都要落脚于写。
写的问题这般重要，而恰恰就在时下的语文教学中，作文的病症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一是教材的问题
，其二是教法的问题。
造成教材和教法这些问题的根源，则是其背后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思想和观念。
新的课程标准倡导个性化表达，鼓励写真情表实感，注重作文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这些要求意义深
远，极有价值，但尚未变成实实在在的教学行动。
理念与操作之间存在较大距离，而缩短这些距离，就是编写这套丛书的动因。
　　我们的追求很明确：一是将新的教学观念“发现法”注入作文教学全过程，并且遵循能力形成的
心理学规律，设计每一个训练步骤，精选每一篇例文，使其成为课本读物的有机补充；二是提供一套
系统完整且有一定思想含量、操作性强的作文教材。
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工作能够结束作文教学无系统教材的历史。
　　为了实现上述追求，本套丛书在编写阵容上吸纳了四个方面的同仁：一是来自“发现法”教学思
想的故乡——美国的学者Scott先生，他是纽约的一位作文教学法专家；二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知名作
家团队；三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团队；四是部
分省市的语文界实力派人物、特级教师和教研员。
这个团队的组成确保了这项浩大工程的高水准完成。
　　这套书能够给孩子们提供的东西也许会很多，但下面两样是我最为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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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终于可以作出判断：作文教学要走过三个阶段——知识教学、前能力
教学和能力教学。
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文教学的重心只在于向学生传授各种文体规则、写作手法、修辞方式、
作文技巧等，追求大量词汇、语言以及语法规则的获取。
这种教学形式可归结为知识教学。
近年来，特别是新课程改革实施以后，作文教学的着力点开始移向兴趣养成、能力塑造、创造性思维
开发，进而关注个性发展和人格健全，鼓励学生写真情表实感，远离假大空作文。
这种教学形式我们称之为能力教学。
由知识教学到能力教学是一次本质意义上的飞跃。
但是目前的能力教学其操作与理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局限也随之显现出来了：单极训练（即单
向训练）使得能力形成后无法获得迁移，从而不能举一反三，更未能实现高水平的巩固。
这种能力的形成只能服务于某一种特定情形，并未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通用能力，一旦事易时移就不
灵了。
严格意义上讲，单极训练不是完整的能力训练，故又称之为前能力训练，与之相应的教学应称为前能
力教学。
    要构建完整的能力结构，除了上述的能力训练外还要经历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能力迁移和能力巩
固。
完成这一过程将会把作文教学带入第三阶段——能力教学。
    摆在你面前的这套丛书——《中国作文教学大系·全能力作文训练》就是奔这一目标来的。
    本套丛书共12册，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每年级一册；每册各21个单元，每单元由七个板块
构成，可归结为三个基本范畴：能力训练、能力迁移和能力巩固。
其中“认知源头”、“思维技法”和“发现之旅”三个板块是用来完成能力训练的；“作文医院”和
“能力迁移”两个板块是用来完成能力迁移训练的；“佳作示范”和“借题发挥”两个板块是用来完
成能力巩固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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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能读书是一回事，善于读书又是一回事，并不是所有认得若干汉字的人
都善于读书，“能”和“善”，相差只是一个字，实际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计，问题就在这里。
　　经常有些青年人，也有些中年人，其中有学生、教师，也有编辑工作者等等，他们提出问题：怎
样做才能读好书，做好学术研究工作？
特别是当前各个高等学校学生都在奋发读书的气氛中，这个问题也就显得很突出了。
　　要具体地谈各个学科、各个年级的学生该读什么书，或者研究什么题目该读什么书，这是各个教
研组和研究导师所应该答复的。
这里只能谈一点基本的经验。
　　首先是方法问题。
用老话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寻章摘句式的，读得很细心，钻研每一段以至每一句，甚至为了一个字，有的老师写了多少万
字的研究论文。
其缺点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捡了芝麻绿豆却丢了西瓜，对所读书的主要观点、思想却忽略了。
另一种是观其大意，不求甚解式的，这种人读书抓住了书里的主要东西，并丰富、提高了自己，但是
不去作寻章摘句的工作。
明朝人曾经对这两种方法作了很好的譬喻，说前一种拥有一屋子散钱，却少一根绳子把钱拴起来。
后一种呢，恰好相反，只有一根绳子，缺少拴的钱。
用现代的话说，这根绳子就是一条红线。
这两种方法都有所偏差，正确的方法是把两种统一起来，对个别的关键性的章节、词句要深入钻研，
同时也必须领会书的大意，也就是主要的观点、立场，既要有数量极多的钱，也要有一条色彩鲜明的
绳子。
　　在学习理论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实际，才能学得深、学得透。
　　其次是先后问题。
明白先读什么，后读什么。
是先读基础的书呢，还是先读专业的书呢？
例如学习中国历史，是先学好中国通史，还是先学断代史或专门史呢？
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冤枉路，把先后次序颠倒了，不善于读书。
其实道理极简单，要修一所房子，不打好基础，这房子怎么盖呢？
你能把高楼大厦建筑在沙滩上吗？
因此，要读好书，必须先打好基础，读好了基础书，才能在这基础上作个别问题的钻研。
基础要求广，钴研则要求深。
广和深也是统一的，只有广了才能深，也只有深了才要求更广。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话是有道理的。
有的书必须多读，特别是学习古典文，那些范文最好是能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
除了多读之外，还得多抄，把重点、关键性的词句抄下来，时时翻阅，这样便可以记得牢靠，成为自
己的东西了。
多读多抄，这个“二多”是必须保证的。
　　第三是工具问题。
认识了字并不等于完全了解这个字词的具体意义，有些专门术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理解的。
解决的方法是善于利用工具书。
也以学习历史作例，不懂得使用《辞源》、历史人名辞典、历史地名辞典、历史地图、历史年表、历
史目录学，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上，也还是寸步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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