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理解并实施创意作文教学

上海大学文学院 谭旭东

近两年，创意作文的提法越来越多，不少

语文教师都喜欢“创意作文”这个词

语。一些语文培训机构更是抓住商机，把自己开

的作文班都标名为“创意作文”班，还有人开设了

网络“创意作文”课。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调研和

了解，听过几次所谓的“创意作文”公开课，其实这

些课还是传统的作文课，这些人在讲作文时，还是

会涉及遣词、造句、立意、构思、谋篇、布局、主题升

华等技巧，还是要做范文，要强调熟练地引用一些

名家格言、歇后语、名家故事和唐诗宋词等。这样

的讲作文法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

但长期来看，它还是老一套，会让学生产生学习厌

倦情绪，并难以形成创造力，尤其是缺乏对学生语

言潜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发。那么，什么是创

意作文？如何实施创意作文教学呢？

一

在讲清楚这个问题前，我想介绍一下创意写

作。创意作文的提法，来自创意写作的启发。创

意写作是英语国家开展了100年的一种具有创造

性的文学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进行的，因为

20世纪之前英美国家高校的英语系长期以“古典

文学”为正宗，学生必须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阅

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著作等，就像中国高校的

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汉语为

正宗一样，读古典文学、学习古典语言是英美国家

高校英语系的主科。通过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学

生会有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底蕴。但古典

文学的教学强调的是记忆，而且经典是不容篡改

的，因此这又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与现实脱

节，尤其与日益变化的现代化步伐和日益丰富的

社会文化场景脱节。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学为

主的教学，偏重于阅读，不注重写作，因此很多英

美国家高校英语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写作能力。同

样，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对写

作课不重视，学生不会写作，更不会文学创作。“中

文系不必要培养作家”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但非常

传统、落后，对中文专业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

颇。其实，中文专业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学

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依赖中外文学史、文学

理论和语言学类课程的学习；二是中外文学经典

阅读课的学习，阅读与鉴赏结合，让学生学会感悟

文学，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对经典作品进行很好的

解读；三是论文和作品的写作。写作是实践，是创

造，也是潜能的激发、想象力的张扬，当然也是情

感的释放。但目前，中国高校中文专业普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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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课程，即缺乏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专业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写

作。不重视写作课程，不开设写作课程，也不注重

对学生文字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中文专业教

育的大问题，也影响了中文专业教育的质量。英

美国家高校的创意写作就是在认识到传统英语系

教育重知识、轻技能的问题后，才在课程改革驱动

下设置的。可见，创意写作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

对传统语言文学教育的补充、修正和变革。创意

写作就是创造性的写作，它是充分释放写作者的

自由，并在激发潜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字创造。

创意写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规，它不是主题写

作，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对创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创意写作

的基础上。理解了创意写作，就等于理解了创意

作文。那具体怎样理解创意作文呢？什么样的

作文才算是创意作文呢？这里，先来看看传统的

作文。

传统的作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

种类型。教师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学，即

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过讲解其特点和长处，让学

生了解作文的规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

“凤头、猪肚、豹尾”的特点，而且记叙文一般要写

“好人好事”，不强调从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出发；议论文要表达正确的观点和升华主题，论证

时要用事实、名人语录和名家故事来做论据；说明

文则是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变成了介绍性的

应用写作。传统的作文考试一般也是有模式的。

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据一

个给定的材料来写表达观点、阐明道理的作文。

这种考试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评分，具有可

操作性。但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证明，传统

的作文教学效果总体比较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

会，甚至是语文教师自己，目前对传统的作文教学

都无可奈何，或很不满意。有两点是人所共知的：

第一，几乎没有语文教师能自信地说“我能教好作

文”；第二，大部分学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学阶段就

失去了对作文的兴趣，而且也失去了对语文的兴

趣。因此，传统的作文教学与语文教育所承担的

母语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匹配，应该改革并使之更

加适合中小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和人格

的提升。

那么，传统作文怎么才能变成创意作文呢？

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写作一直被当作模式

作文，且语文教育教学的整套设计在目前的机制

里也无法被其他方案替换，因此应该正视现实，

将传统的作文教学朝着创意写作的方向进行改

良和变革。

三

首先，要定准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作

文的教学目标，设计好作文教学的层次。过去之

所以难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与教学大纲对作文

教学缺乏准确的定位有关。其实，记叙文就是教

学生讲故事。因此，记叙文的教学要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完整地讲一个故事；第二个层次是

讲一个生动、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个层次到

第二个层次，又可以分解成几个目标：写好一个故

事框架，设计一个故事场景，设计人物关系，描述

人物的外貌和心理，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描述故

事发生的影响，增加故事的情节，等等。这些目

标，可以一个一个地训练实现。因此，教师教记叙

文时，不必一定要求学生写一篇完整的、成熟的、

符合教师所定标准的记叙文，而是要通过不同目

标的实现来分层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在遵循写

作规律的基础上，完成记叙文的写作。对议论文

来说，其教学目标就是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或阐

述自己的观点。议论文写作也有两个层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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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是清晰明白地表达观点，第二个层次是说

理。初学议论文写作，主要练习观点的表达，当学

生能够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观点和看法表达出

来时，就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目标。到了第二个

层次，要让学生明白，说理意味着一旦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就要想办法让人信服。这就需要拿论据

来论证，要讲逻辑，要把合理性呈现出来，否则表

达的观点会给人主观臆断的感觉；一旦说服了别

人，就是说理的成功。因此，议论文写作的教学要

体现两个层次，要有阶梯性，要设计每一个层次的

小目标，然后再逐步实现各个小目标，最终达到能

写出说理的文章。

其次，让作文教学回归生活并与学生生活经

验对接。创意写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够迅速

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渐取代传统的写作课，

是因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创造力，它是对

学生潜能的激发，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对文字创造

力的肯定。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

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前者是对文字的理解

力，后者是对文字的创造力。读得多了，尤其是通

过阅读经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强文字感受力、感悟

力，还能培养语言的敏感力，这对文字创造力的形

成是至关重要的。传统作文，教师对学生写什么

有规定，甚至有刻板的规定。比如写记叙文，要写

好人好事，写所谓的“正面人物”，讲“好故事”，于

是，每次写记叙文都变成了表扬好人好事，表决

心，立志向。事实上，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

常，尤其是学生，不可能经常遇到好人好事。因

此，记叙文写作应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学

生的经验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写自己

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写的。议论

文写作，应该鼓励学生去思考、去判断、去倾诉、去

评价、去质疑、去追问。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们

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激活

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欲。传统作文本质上不是创

造，而是教育成规和教师强权在控制学生的表达；

创意作文就是要把学生写作的权利还给他们，让

他们释放自我，自主表达，实现语言学习、文字表

达与创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创意写作之所以

兴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实效，在创新性人才培育

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经验积累，也与创意写作内

在的民主化特点有关。

最后，改变现有的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

学。现在很多语文课都是教师抓住一个特定的

“主题”来教，无论是教材的单元设计，还是课题的

内涵设计，皆为主题先行，其实就是“主题阅读

课”。比如，语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个特定的主题

（爱国、四季、祖国山河、植物、动物、环保等）来编

排课文的，每个单元是一个主题，该单元的几篇课

文都表现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教师根据特定的主

题来给学生讲解课文，而讲解过程表面看包括了

字词句篇的掌握，实际上是对主题的诠释和强

化。这种主题教学虽然对读和写也有一定的效

果，但没有把读和写的能力当成基本内容，而是借

助各种文体的课文来实现主题教育，这也理所当

然地成了很多教师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

学和作文教学都应该摆脱这种主题教学的固化思

维和模式，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去：以“美”为原点，

以语言启蒙、审美熏染、想象力张扬和创造力激发

为方向，以读写能力的培养为目标。

创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课堂实效的方式是工

坊制教学。创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两类：一

是诗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虚

构故事工坊和非虚构故事工坊。创意作文工坊的

每一次课堂教学，是实现诗歌创意写作或故事创

意写作的一个小目标，是在实现记叙文、议论文和

说明文等三个文体写作的基础目标外，再实现诗

歌、童话、寓言和纪实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标。因

此，创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学的层次要定准，内容和

目标要定准，这样才好操作，才能体现科学性、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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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性和合理性。比如，每个年级创意作文的层次、

目标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文的字数要求都

不同，文体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学只有体

现这些差异性和阶梯性，教师才能循序渐进地有

效推进。另外，在实现提高性目标的过程中，每个

年级的具体写作要求也有不同。这些都要科学设

计，体现层次，让学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练

习，又可以保持写作的兴趣，并提高创造力。

以上几个方面说起来容易，但对长期习惯于传

统语文教育和作文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无疑是有

难度的，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

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与创造。但语文教育教学

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传统的那一套的确难以为

继了。因此，语文教师要敢于面对现实，解决问题，

突破困境。当然，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也变了，文化

创意成为社会风尚。由传统作文到创意作文，不应

该只是语文教育的变革，也是社会大环境的驱动和

人对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的诉求。

高中生如何走进鲁迅文学作品
——以《野草》为发端

哈尔滨师范大学 宋喜坤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各版本、各学段语

文教材先后收录鲁迅小说、杂文、回忆

性散文、记叙性散文六十余篇。这些课文为一代

代学生所熟知，如《〈呐喊〉自序》《狂人日记》《阿

Q正传》《故乡》《社戏》《药》《孔乙己》《祝福》《一

件小事》《拿来主义》《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

倒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记念刘和珍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流产与断种》《灯下漫

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

〈山海经〉》《风筝》《雪》等。鲁迅是作品被新中国

语文教材收录最多的作家。

一、徘徊在课本边缘的《野草》

作为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是在文化战

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

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

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

的方向”［1］。鲁迅的作品以其无可比拟的思想深

刻性、艺术多元性引领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

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课文也是最能代表鲁迅思

想和艺术的名篇，对新中国青年学生的文学思想

的培养和语言艺术的模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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