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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第二届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收官
今日下午二时以后可到ZAKER沈阳客户端查询获奖名单

全省 3 万多名中小学生积极参与，上百位专
家、中小学骨干教师、语文教研员、中文系研究生
参与初赛、复赛的评审工作，辽沈第二届中小学生
作文大赛顺利收官，评选出小学低年级组一等奖
117 人、二等奖 249 人、三等奖 351 人、优秀奖 446
人；小学高年级组一等奖112人、二等奖217人、三
等奖 320 人、优秀奖 493 人；初中组一等奖 18 人、
二等奖36人、三等奖45人、优秀奖56人。

今日下午2时以后辽沈第二届中小学生作文
大赛完整获奖名单可以登陆ZAKER沈阳客户端
查询。

2019年11月份到12月10日，辽沈晚报、ZA-
K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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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开启的第二届辽沈晚报

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面
向全省中小学生征集优秀作文。

本次比赛面向全省城乡各类中小学，设三个
组别，分别为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小学高年
级组（4-6年级）、初中组。所有符合此条件、热爱
写作的中小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大赛免收报
名费。

按照组别不同，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优秀奖和网络人气“星光奖”及优秀指导教
师奖、优秀组织单位奖。

其中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均从复
赛中产生，一等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10%,二等奖
为全部复赛选手的20%,三等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
30%,优秀奖为全部复赛选手的 40%。网络人气

“星光奖”按网络点赞数量排名产生，比例为全部
参赛选手的 10%，网络人气“星光奖”与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奖可兼得。

所有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均可获得优秀指导
教师奖，对于在大赛组织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学校
和机构颁发优秀组织单位奖。

2019年12月10日征文通道关闭后，征集到的
初赛作品交由沈阳各大高校的中文院系研究生负
责筛选，近百人在对3万多篇作文进行初筛后，选
出 2000 多篇符合基本要求的作品。然而受疫情
影响，第二轮筛选不得不推迟到五月中下旬进
行。在各个区语文教研员的带领下，由各个学校
的语文骨干教师组成的近四十人的团队一个多月
时间，依据各自的教学经验、课标来判断出基本分

数，最后由辽宁文学院的专家根据作品文学性、思
想性、可读性进行最后的终评，评选产生一、二、三
等奖和优秀奖。

值得注意的是，依选手所获点赞数量排名，本
次作文大赛还将公布网络人气“星光奖”的获奖名
单，也同样可以登陆 ZAKER 沈阳客户端查询获
奖名单。查询到获得奖项的家长请保持通讯畅
通，主办方将通过电话联系家长获得快递地址，以
便邮寄获奖证书，同时也提醒各位家长不要着急，
由于参赛人数众多，也会导致证书不会同时到达
获奖人手中。

本次获奖名单将在 ZAKER 沈阳客户端公示
三天，如有作品抄袭等违规行为将取消比赛奖项
和名次。

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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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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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名次
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小作家们透过文字对人生态

度的表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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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只有读的多，孩子情感细腻，才能写出好文章。

专家观点回顾 ––––––––––––––––––––––––––––––––––––––––

专家：薛涛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好作文是“练”出来的，把所见所想一段一
段、一篇一篇写出来，日积月累，文章就会越来
越有光彩。不怕写不好，就怕懒得写，只要留心
看、勤思考、多动笔，总能有收获。所谓“润物细
无声”，变化会在不经意间发生。

一篇好文章的灵魂就是思想。当作者认认
真真地去写时，会将自己的思考和对人生、对世

界的认知融入其中。为了便于阅读，还要字斟
句酌，理顺文章思路，使之变得有条理、更容易
理解，细节上也要仔细推敲，处理到位。

总而言之，写文章就是要有思想、重细节，
要言之有物，忌空洞。如此一来，文章就写活
了。

当正确的价值观、优秀的思想顺着作者的
笔端流淌时，读者就好像看到了作者的灵魂，被
代入其中，与之产生共鸣。

好作文是“练”出来的
专家：张凌 宁山路小学校长
作文这种能力的提高很难像外语考级一样

有具体量化的指标。但是我们发现，经过十多
年学校不断强化国学基础教育之后，以我们五
六年级学生为例，以前他们写一篇七八百字的

大作文大概需要两节课的时间，而现在大部分
孩子可以在一堂课内完成，我们认为这就是能
力的提高！

作文是基础能力，是孩子们掌握与人沟通的
最有效方法，也是日后其他学科的基础。

作文是基础能力，也是其他学科的基础

专家：盖艳恒 《文学少年》主编
写作是青少年与他人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他

们认识世界，并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能力
更是语文综合素质的体现。因此，写作应融入实际
生活，让他们勤于动笔、善于交流、乐于表达。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应引导他们关注现实、
热爱生活，去除一切干扰，放下无用之事，努力追
求对自己学习和生活有正面影响的事情，并把它
们记录下来，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这才是每个孩
子获得富足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专家：马岩 沈河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
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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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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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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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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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刘红 于洪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教
研员

把在教材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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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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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积累达到一定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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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张红延 泰山路小学校长
我们学校倡导的理念是要给学生一生带得

走的能力。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一
个是给他一条鱼，第二个是给他方法。但我觉
得给方法还不够，还要给他能力、思维。参加作
文大赛，结果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要面对失
败。我们要让孩子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同时也
要有平常心。锻炼他，就像未来他要面对生活

一样，无论遇到什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孩子在生活中要善于观察，掌握阅读的力

量。阅读非常重要，不仅学生需要阅读，其实
家长也需要。现在孩子的家长，都是 80 后、90
后。不仅孩子需要教育，家长其实也需要成
长。

本组稿件由辽沈晚报记者李爽 刘臣君采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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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的作文务必要真

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

不仅学生需要阅读，家长也需要

本报用多个版面报道了辽沈第二届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活动得到了全省3万多名中小学生积极参与，上百位专家、中小学骨干教师、语文教研员、中文系研究生参与初赛、复赛的评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