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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学，厦门
一中有学生发
现他们的老师

出书了！近日，由该校
钟斌、崔竹君、林宗琳
三位老师联袂编著的

《写作文如烹美食——
初中考场记叙文诊断
与范例评析》正式出
版。这是一本针对中
考叙事类作文写作的
教学指导书，既可作
为 初 中 生 的 写 作 读
本，也可作为初中语
文教师的作文教学参
考书，有读者评价其

“有用且有趣”。
记者郭文娟

写作文如烹美食 每个孩子都能做好
厦门一中三位语文老师联手出书，传授如何写好初中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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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斌是厦门一中教研室主任，正高

级教师。长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的他，此
前已出过两本针对高考议论文写作的书
——《说理的境界》和《有理好好说》。

“出版社建议我出个系列，从高考作
文写作指导延伸到中考作文。”钟斌说，
他邀请厦门市骨干教师、厦门一中初中
语文组林宗琳、崔竹君合作，花了两年时
间完成这本书。

为什么要出这本书？钟斌说，这些年，

无论高考作文还是中考作文，写作理念都
有所更新，不是过去简单的命题作文、半
命题作文。现在的写作，注重情境、注重思
维、注重学生的体验。近两三年福建中考
作文题就跟过去不一样。首先，有价值、理
念的引领，比如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其次，侧重思维开放性的
题目较多，更注重对发散性思维、批判性
思维、辩证思维的考查；此外，也要结合个
人思考、个人体验。很多人不适应这种变

化，他认为“我们有必要破解这个难题”。
在他看来，如今，初高中语文衔接更

紧密，初中语文也吸收了高中语文新课
标理念成果。从走在全国前列的江浙地
区中考作文题来看，初中语文新课标采
用任务型教学方式，写作也设置成任务
型写作。“原来这是在高中语文出现的，
现在也跑到初中来了。所以，我才敢去给
初中老师做一些指导、分享，我们发现有
一脉相承的地方。”他说。

雷文轩参加的福建地区测评
以线上形式举行。“测评那天，他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考了两三个小
时。”他的妈妈谢娟介绍，2月11日
的中国区总测评也是线上测评，总
共考3轮，要从上午10点半考到下
午4点半。

“数学的世界非常神奇和奥妙，
举一反三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是
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雷文轩

说，在学习数学的道路上，他从学校
推行的“部落共同体”中受益颇多。
作为部落中的数学代表，他从每天
的析题讲解中锻炼了数学语言表达
与分析能力，还从组员那里学到了
一题多变、一题多解的解题思路。

厦门五中数学老师王芳珍
说，在部落中，文轩给予组员很多
数学学习上的帮助。寒假期间，他
负责检查组员的数学寒假作业完

成情况，并指导订正，是部落的数
学小老师。

“他是部落里的‘智多星’‘定心
丸’，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雷’。”班
主任王彬如说，文轩用他的毅力与
恒心带动身边的同学们共同面对成
长中的困难与挑战，无论是学业上
的相互促进还是活动中的合作前
行，他都能积极思考，与部落成员相
互配合，为集体荣誉共同奋斗。

厦门小学生征战世界级数学竞赛
厦门五中六年级学生雷文轩将参加WMO数学创新讨论大会（中国区）总测评

第 28 届 WMO
数学创新讨论
大会（中国区）

总测评将于2月11日举
行。这是一项世界级的
数学竞赛，厦门五中小
学部六年（2）班学生雷
文轩是参赛选手之一。
在寒假期间举行的福建
地区测评中，他获得六
年级一等奖，得以顺利
晋级。 记者郭文娟

很多初中生都关心一个问题：如何
才能提升写作水平？是否有捷径？

钟斌提出了一个观点：每个孩子都
是写作的天才，每个孩子都能写好自己
的作文，学生们要有这样的自信。

为什么有的学生怕写作文，作文写
不好？钟斌认为，这可能是对写作的认
知比较狭隘，把写作等同于考场作文。
以成人的标准、老师的标准来要求自
己，或是家长、老师揠苗助长，可能破坏

了孩子的写作兴趣。
从初中记叙文写作来看，首先要把

事情说清楚明白，要把故事讲得有趣有
味。钟斌说，我们要跟实践联系起来，从
有趣有用的角度切入，让学生找到自己
想说的、愿意说的，从而达到言之有物、
言之有趣。要保护孩子写作的积极性，
建议初中、小学语文老师不要太功利，
不要一下子就用考场作文的标准来要
求学生写作要立意高大上。可以让学生

把他很快乐的、想说的东西，先写出来。
说得好说得精彩有趣，这是写好记叙文
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再来告诉学生，
哪些话题比较有味道，哪些可以成为考
场作文素材，循序渐进指导。

他透露，下一步，他计划邀请小学
语文教师合作出一本针对小学高年级
作文写作入门的书，从而形成一个从小
学到初中、高中作文写作教学指导的完
整体系。

很多学生不适应新写作理念“有必要破解这个难题”

2 每个孩子都是写作天才 要保护他们写作的积极性

■厦门一
中海沧校
区初中语
文教研组
长 、备 课
组长林宗
琳。

■ 厦 门
一 中 思
明 校 区
初 中 语
文 备 课
组 长 崔
竹君。

■ 厦 门
一 中 教
研 室 主
任钟斌。

文轩对数学的兴趣是如何培养
出来的？“我们没有刻意去培养。小
时候，他爸爸经常跟他一起下棋、玩
益智游戏，这可能对他的数学启蒙
多少有点作用。”谢娟说。

文轩很喜欢数学，能从中找到
很多乐趣。除了上好校内的数学课，
他从三年级开始也在校外机构报班
学奥数。至今，他仍保持每周上一节
奥数线上课，寒暑假也基本不停歇。

持之以恒的数学学习，让他收获了成
就感，也更有信心去学好其他学科。

“让孩子学奥数，是建立在他学
有余力的前提下的。”谢娟说，文轩
爸爸要求他晚上10点前必须上床
睡觉。起初，他也哭过——因为到点
了作业还没做完，又不得不上床。后
来，他就慢慢学会了如何安排时间、
提高效率，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回
家后就可以完成校外学习任务。学

奥数的过程中，有时遇到难题解不
开，他也向爸爸求助。因为爸爸读高
中时参加过奥数比赛，得过省赛二
等奖。

“父母的陪伴很重要，这样才能
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和天赋。当
你给孩子唤醒了一两个天赋，他才
会有自信。这种自信心的建立，在他
遇到挫折时会给他站起来的勇气，
激励他不要轻易放弃。”谢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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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一中三位老师联袂
编著的书籍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