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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翟文俊 东北育才双语学
校语文教师 沈阳市中小学语文骨干
教师

翟文俊表示，作文体现出作者对
社会的了解和参与程度，也是一个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表达，她认为比
赛的名次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小作家

们透过文字对人生态度的表达。
翟文俊认为小学生的作文务必

要真：表达的观点要真实，要流露真
意，不要在条条框框中说空话、假话
和大话，而是以孩子的视角体现对世
界的认知，这是最可贵的。

翟文俊在小学作文的教学中体
验颇多，她认为难点在于很难做到

“因材施教”。
她说：“小学生对文字的感悟能

力偏弱，作文又需要细腻的情感来感
受生活，但作文课很难做到因材施教
和面批面改，作文很多，很难做到跟
孩子每篇都细致交流，挖掘孩子内心
想表达的，孩子会模仿例文，但内心
难得对话。”

翟文俊说，大量的阅读是写作的
基础，只有读得多，孩子情感细腻，才
能写出好文章。她补充说，其实每个
孩子的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但小学
教师很难做到有时间一对一去逐个
启发。如“描写性的语言”“缺少过
渡”这样的语言，很多成年人都是需
要大量练习才懂，但孩子需要更耐心
的交流，才能多理解一些，才不会在
写作中使用大量套话。

辽沈第二届中小学生作文大赛进入最后评审阶段

评委专家透露心中最佳作文模样
截至昨日，由辽沈晚报、ZAKER沈阳客户端联手辽宁省作协社会联络部、辽宁文学院《文学少年》杂志主办的第二届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已经接近尾声，进入最

后的评审阶段，这项辽沈地区教育界和文学界的盛事吸引了近三万名学子的参与，征集到大量优秀作文。
主办方将从近三万篇作文中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以及人气投票投出的星光奖。
昨日，辽沈晚报记者采访了《文学少年》杂志的主编盖艳恒、副主编高凯，沈阳市沈河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马岩，于洪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教研

员刘红和东北育才双语学校语文教师、沈阳市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翟文俊。
这些参与了作文大赛评选的专家评委也通过各自的阐述，描述出内心最佳作文的模样，以及通过这次大赛对众多参赛小选手们提出的要求和期待。

评委：盖艳恒《文学少年》主
编

由著名作家冰心题名的《文学
少年》杂志创刊于1981年，距今已
近 40 年，谈及杂志的厚重历史和
社会影响，盖艳恒说，多年来，《文
学少年》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青少年
作者，有许多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都是从这里起步的。盖艳恒笑说，
很多中小学的教师也都是看着《文
学少年》长大的。她说，她最希望
在孩子的作品中，看到想象力的存
在。想象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生出
翅膀，然后借助它跨过山丘，越过
高山，飞过长河，抵达梦想开花的
地方。

艾青曾经说过：“没有想象就
没有诗”。盖艳恒说，没有想象力
的文字，就是一片枯萎的草原，没
有生命力。美好的充满想象力的
表达是孩子们对生命认知和生活
的体会。

“文学化的文字可能是要到高
年级时才能自由运用，在小学的高
年级和低年级，我更看重想象力和
其中的童趣。”

盖艳恒在审读本次作文大赛
的优秀作文时，发掘了一些符合

《文学少年》刊发标准的文章，这些
文章作者的水平明显高于同年龄
段的孩子。她也希望在今后的作
文大赛中发现更多的优秀作者。

有些优秀作文够得上杂志刊发标准

评委：高凯《文学少年》副主编
高凯从事编审工作20多年，她见

证了很多优秀儿童作家的稚嫩文字，
她指出，青少年的表达不可能那么完
美，所以想象力和那些能够打破条条
框框套路的文字，都很重要。

“很多孩子在老师的教学中，形成
了一个个桎梏思想的‘套路’，很多孩
子的作文看起来文字优美，但细细一
看，都是没有真情实感的套路，开头排
比，中间转折，结尾抒情。”高凯说，她

审读了一篇以“雪”为主题的作文让她
记忆犹新，小作者完全跳出日常写作
套路，让她眼前一亮。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少儿作者
是阜新的，她得了我们杂志的一个
奖项，平日里看起来很普通的孩子
突然有了信心，那次的信心也为她
以后的成长提供了能量，我希望孩
子们都能在参加作文大赛中得到成
长的机会，成长的能量，找到打破套
路的机会。”

评委：马岩 沈阳市沈河区教育
研究中心 小学语文教研员

马岩作为此次评审小组的专家
成员，非常在意中小学生作文中的真
情实感，他认为最打动人的作文，永
远是充满真情实感。这些情感不是
生拉硬拽，而是自然流露。

马岩以“母爱”举例，母爱是个永
恒主题，但很多孩子在描写母爱时很
刻意，都会强调母亲的辛苦、宽容和

付出，他们刻意挑选的素材，让文章
泯然众人。

他记得作文大赛中有篇作文写
了“母亲的糊涂”，孩子举了很多例子
描写母亲的糊涂，她的爱在哪呢？都
是因为把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才显
得对自己的糊涂。马岩认为这样的
文章往往会抓人眼球，体现小作者独
特的视角和心灵体验，也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

马岩也指出了此次作文大赛中
审读作文暴露出的问题和缺憾。他
认为第一个方面是真情实感的抒发
不够自然。

第二个问题是孩子的描写能力
不够，孩子通常使用叙述性语言，但
真正通过外貌、神态动作和心理来讲
故事，推进情节，对很多孩子来说描
写力不够。这个能力在语文教学和
作文大赛中都应该是重中之重。

他认为第三个问题是孩子们的
选题思路不够宽广，一写妈妈就是生
病喂药，也体现了孩子们没有认真观
察和思考生活。

马岩在接受采访时也给那些为
作文苦恼的老师、家长和孩子们提出
了几个建议。

他在给学生们的建议中提出，作
文不是给老师写的，也不是为考试写
的，而是我们与别人交往和抒发心声
的手段，这种手段就如我们平时和人
说话交流一样。

另外就是只有写了才会写，不是

跟哪位名师学了就会写，而是要自己
动笔，否则永远都不会提高写作能
力。

另外就是要学会修改自己的写
作。很多孩子写完作文就万事大吉，
但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

马岩建议小学老师一定要培养
孩子写作兴趣，最好的办法是鼓励而
不是打击，善于发现孩子写作中的亮
点，去表扬他们；其次是备好习作教
学课，做好习作指导课和评改课，才
能做到心中有数。

马岩认为家长在孩子写作能力
的培养中有很重要的启蒙教师的作
用。

在孩子最开始的写作课上，孩子
会有畏难情绪，家长是帮助孩子减压
的人，家长要帮助孩子降低难度，要
有策略地通过聊天、描述一点点帮助
孩子解决问题，克服畏难心理，千万
不要贬低孩子说“这玩意写不完上网
找一个吧”这样的话。

等孩子入门了，家长要学会做一
个最忠实、最理想和最有安全感的读
者，让孩子学会和被人分享，以及适
时给出自己的鼓励和建议。

马岩认为，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
写作能力差是不爱看书，其实爱看书
的孩子未必会写作，他们可能会被情
节吸引，但没有学习作者的表达，要
成为写作高手，读书除了情节和思想
性，还要关注高手如何写作，提升输
出水平，这样才是高质量的阅读。

打破套路 不必完美

能打动人的 永远是作文中的真情实感

评委：刘红 于洪区教育研究中
心小学语文教研员

刘红认为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
真实情感的作文绝对是优秀作文。

“能够把自己在教材上、课堂上
学到的，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通过文
字方式输出，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
感，是很好的状态，这在本次大赛中
的优秀作文里有所体现。”刘红认为
要提高写作能力，首先要增加阅读

量，打开孩子的眼界，在阅读中积累，
通过表达输出。

在课堂上通过教材学习到的表
达技巧，是最接地气和最实用的做
法，老师和家长要做好这方面的引
导，让孩子多参加作文大赛这样的活
动锻炼自己，当积累达到一定量，就
会通过大赛这样的出口输出，通过参
加活动激发写作热情，让孩子更乐于
表达，敢说到乐于说，才能越说越好。

值得注意的是，刘红认为作文大
赛也暴露出孩子们的共性问题：句段
堆砌。“当孩子积累够了，他们很容易
去堆砌优秀文字的句段，看着文字特
别流畅，辞藻华美，但不是孩子切身
真实感受。”刘红提出，写作的最佳状
态是让孩子表达出真实情感，“我手
写我心。”

“参加大赛，应该表现出高水平，
有了这个意识，把看到的表达出来，
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先做到了优
秀。”

刘红也建议，目前小学语文中高
年级要求孩子们写作“具体生动”，低
幼年级要求“描述清楚”，老师和家长
都应该让孩子们在日常课堂学习时，
把学段要求“上不封顶下要保底”，这
样才会越做越好。

增加阅读量 打开眼界

小提示：

本次活动通过“ZAKER沈阳”相
应频道进行报名参赛。先是经过五
天的初选后，专家评审评选出前 50%
选手进入复赛。初赛和复赛均采用
专家评分的评比方式。目前进入复
赛的作品将由专家评审团进行评
选。评审团根据作品文学性、思想

性、可读性评选产生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所有获奖作者的指导教师将
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积极组织参赛
且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校获得优秀组
织奖证书。

本月底之前主办方将通过辽沈
晚报、ZAKER沈阳”相应频道公布完
整的获奖名单。

辽沈晚报记者 刘臣君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名次不重要 重要的是真实面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