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

校园内外 11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吴明晖 冯思佳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jyb@163.com

近日，厦大附中2022届学生张锦琪、
黄佳钰的个人作品集《黑板下的旅行》

《梅子熬成茶》出版。至此，厦大附中已
有 11 名学生出版个人作品集。学生出
书，对孩子会有什么鼓励作用？出书需
要经历哪些流程？老师、家长是如何助
力的？关于实现出书的梦想，大家都有
什么想说的，一起来关注。

“学校专门设立‘语堂文学奖’评选活动，
并定期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以此引导学生用
笔记录童年，激发写作热情。”芗城实小文学社
指导老师杨炳光介绍，每年在年终把学生的优
秀习作汇编成册，作品从学校五里沙文学社

“撷浪，童年的海”佳作专栏中挑选，包括学生
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和获奖作文。平时
课堂作文教学上，语文老师们会引导学生多关
注生活，从优秀书籍、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作
文的源头活水，引导学生进行散文、小说创作，
积极参加各种比赛，提升写作水平。

芗城实小五里沙文学社于 2004年 9月正
式成立，本着对林语堂思想与文化的继承与弘
扬，五里沙文学社经常聘请校外一些作家、学
者、老师，为孩子们开讲座，引领学生学习知
识、记录成长。芗城实小五里沙文学社因表现
突出，获漳州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文学社老
师自编丛书，作为文学社的教材，坚持“校本自

培、专家助力、开放兼容”的教学模式，在教学
内容上不只是单一的写作教学，而是把漳州本
土的特色文化、风土人情，如语堂文化、非遗文
化、小吃文化、侨批文化、闽南建筑文化等进行整
合，丰富学生的写作内容与文化积淀，培养爱国
爱乡的情怀，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五里沙文学社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参观、朗
诵、课本剧表演、读书交流和知识竞赛等活
动。在2021年度语堂文学奖征集活动征稿期
间，学校每周还选取三篇优秀作品发布于网络
平台上，向社会各界展示学生风采，并于 2022
年 1月举行颁奖仪式。“希望通过语堂文学奖
优秀习作评选，鼓励学生积极创作，真实记录
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成长中的点滴，丰富学校的
文化氛围。给学生们一支挚爱的笔，在岁月里
下笔千言。让每一个向上的心灵，在每一个日
子闪耀。”杨炳光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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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读书社会在每学年的一月和六月，
把学生的作品编辑发表在社刊上。”暑假里，平
和五中林语堂读书社陈丽云老师接受采访时对
记者说，手捧一本校刊，作文入选的同学脸上笑
容都是灿烂的。在她看来，学生的作品发表在
校刊上，自己的作文可以在全县被传阅，对学生
会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读书社成员在写作方
面都有不小的收获，在平时的考试及期中、期末
考中，作文常常得高分，有不少学生在各种征文
比赛中获奖。

陈丽云介绍，林语堂读书社的宗旨是“读书
好，好读书，读好书”，平时组织举办有关写作、
演讲、朗诵等方面的知识讲座和竞赛活动；组织
读书社成员参加市、县、校各级举办的征文活
动；向报刊推荐学生的优秀作品；编辑出版读书
社社刊；积极向校广播室提供稿件，加强与县属
各校的读书社团交流，让更多同学在心底埋下
文学的“种子”。

在文学社指导过程中，陈丽云老师平时会
要求学生在阅读时要准备好“采蜜本”，把看到

的精彩词语、优美句子及书中一些生动有趣的
段落随手记在本子上，并要求学生把记下来的
东西读一读、背一背。这样日积月累，大大地丰
富了学生的语言词汇，增加了写作素材。为了
进一步提高阅读效果，每周还进行一次读书笔
记汇报会，让学生谈谈自己新的读书收获和读
书体会，评出每周的“阅读之星”，给予表扬、奖
励。“这样做充分调动了学生广阅读、勤记录的
积极性。”同时，陈丽云老师会根据低、中、高年
段学生的不同水平，采用“先说后写”的方法提
升阅读效果。“对于学生在写作时能恰当运用平
时积累的词汇，及时地给予表扬，增强他们读写
的信心。”

陈丽云告诉记者，读书社积极参与“暑假读
一本好书”活动，分成初中组和高中组文章参加
县里的评选活动。“我们布置读书社成员读林语
堂的《苏东坡传》，让同学们写读书心得，下一步
文学社会将与林语堂研究会联合举办各种读书
活动，以读促写，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学苗子。”

⊙本报记者 苏水梅

“采蜜”

帮孩子“出书”仪式感满满。
“月亮压弯了树杈，也照亮了树枝
上浅白的枳实花。皎洁的月色映
得枳实花素朴而真诚，被月色裹
上了一抹圣洁……”7月16日，家
住市区的赖玉洁女士和女儿杨佳
昕一起朗读习作。这篇题为《枳
实花开》的作文是女儿在上初二
的时候写的。赖玉洁说，女儿平
时挺喜欢写作，上中学之后积累
了不少文章，利用暑假就把感觉
比较好的《多一点阳光》《最是书
香能致远》《记忆的影像》等篇目，
挑出31篇来装订成册。希望用这
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鼓励孩子
不断提升阅读和写作水平。

谈及是否会支持孩子学习期
间出书，赖玉洁说，等时机成熟的
时候，会考虑出。在她看来，出书
对孩子的写作会是一种总结，一
篇一篇看觉得都挺不错，把很多
文章放在一起，就会看出来有许
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孩子在习作过程中可塑性
很强，家长可以陪着孩子共同阅
读、积累语句。”赖玉洁认为，家长
可以与孩子一起阅读有深度的经
典作品，然后鼓励孩子多练笔，可
以是景物描写、开头、结尾等有针
对性的片段描写；在孩子习作练
笔中，要引导他们仔细阅读写作
要求，如写作重点、文章立意等，

引导孩子学会准确运用词句来表
达情感。

赖玉洁说，观察力是写好作
文的核心要素。在辅导中，帮助
孩子提高观察能力，鼓励孩子多
观察生活、记录生活，用孩子的
视角去体会生活并写出细节。
才能让孩子在习作中融入真情
实感；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挖掘生
活中有趣的写作素材，仔细体会
感悟。如出去郊游时，可应景随
口吟读“春水盛，春风起，又复一
年三月三，絮扑窗纱燕拂檐”“参
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
有其源”“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
不道流年偷换”，让孩子在“细雨

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的语境中陶冶情操,产生对文字
的热爱。

此外，赖玉洁认为，“习作前
先列大纲”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因
为通过列提纲，孩子就会梳理写
作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尤其对写
议论文等逻辑性较强的文体大有
益处。“平时，大纲列出后，家长如
果与孩子一同讨论文章结构的长
处与不足，尊重孩子的习作立意，
并引导孩子缜密思考，有利于锻
炼孩子的思辨能力。”文章完成
后，要指导孩子反复修改，做到精
益求精。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出书”

“思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在写一些思辨
性比较强的文章时，某些固定的观点就像是一
个靶子，而那些论据和论证就像是一个往靶上
射箭的过程，在其中不断地去推翻也不断地去
建立，在自己和世界博弈或者是自己与自己博
弈的过程中体会思维的乐趣。”厦大附中2022届
高三学生张锦琪在她的新书《黑板下的旅行》的
后记中这样写道。张锦琪是云霄人，曾获十五
届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全国二等奖、“语文
报杯”省三等奖，在《中国校园文学》《语文报》等
报刊上发表作品数十篇。

张锦琪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家是
张嘉佳，平时会关注他写每一部作品之前会做
哪些准备。“张嘉佳有一说法我特别喜欢，‘我是
一个具有写作天赋的普通人’。”《黑板下的旅
行》一书中大多写的是校园故事和生活中那些
触动心弦的人和事。在她看来，认真观察身边
的人和事，能通过文字带给身边的人一些温暖，
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她希望进入大学后能
在文学方面继续深造。

2022年6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梅子
熬成茶》是黄佳钰的诗歌集。黄佳钰热爱记录
生活，喜欢捕捉生活细节，“在感恩生命馈赠的
同时，也与这个世界交锋。”她希望用诗意的句
子去勾勒千奇百怪的世界，为他人增添一份小
乐趣。学习之余笔耕不辍，她写下几百首小诗，
散见于《闽南日报》等报刊。

这几天，黄佳钰的父母也在读她的诗集，遇
到不理解的地方会找她交流。“今年的茱萸/还祝
你岁岁平安/你是淡蓝的柔软/去以柔克刚/一呼
一吸/散去一个晚唐……”黄佳钰说，今年2月份
提交的书稿，出版社经过编排、审稿等流程，于6
月3日定稿。拿到新书心情很激动，除了感谢父

母，还想感谢母校老师的辛勤培养。她写的第
一首诗和第二首诗，都请陈洋指导，老师给了几
点建议，并鼓励她注意积累，说以后可以出书。

“不承想，梦想真的实现了。”黄佳钰还特别想感
谢的是高二开始教她的语文老师孙倩。“出了人
生的第一本书，让自己对过去和现在做了一些
总结，希望今后在观察力、意象等方面都有所提
升。”

据了解，2015年以来，厦大附中学生已出版
个人作品集 11 部，学生公开发表作品 1700 余
篇。《局外集》《从何说起》《挑个时间的缝隙活
着》《一去若回来》等作品的作者现分别进入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高校深造。厦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詹佩介绍，
学校主办的“一报两刊”（《观澜报》《亦乐园》《言
蹊》）定期出版；平时老师会指导学生大量阅读
和写作，参加各种写作大赛，在各类报刊发表作
品；鼓励写作能力突出的学生公开出版个人作
品集，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并帮助学生就书籍
出版相关事宜与出版社接洽。

詹佩说，一旦发现了“好苗子”，老师就会积
极鼓励并指导他们积累文稿。一是引导学生确
立写作规划。个人作品集的出版，需要大量高
品质的文章作为支撑，这些文章的撰写，不是短
时间能够完成的，需要长期积累；二是解决写什
么的问题。第一，写生活中的人、事、物，家庭
（乡）的、学校的、社会的都可入笔；第二，写书
评、影评，读了喜欢的书，看了喜欢的电影，有
些什么样的认识和思考，可诉诸文字；第三，写
时评，捕捉有写作价值的时事新闻，发出自己的
声音；第四，尝试虚构写作，比如小说创作；三
是寻找写作的时间。在校期间，可利用自习、周
末时间进行写作，但是这样的边角时间毕竟有
限，最佳的写作时间在节假日、寒暑假，特别是
暑假，有大块的时间，可以写出大量的文章；四
是编辑自己的学期或学年文集。一个学期或学
年结束了，可以把所有文章，录入word文档，编
辑成一个电子版的个人作品集。一学期或学年
编一辑，再把这些文集合编，即可成书。

詹佩介绍，厦大附中图书馆藏书 15 万余
册，报刊 100 余种，各班级还建有图书角，具有
丰富的阅读资源和优越的阅读环境，学生畅游
于阅读的海洋，这是厦大附中学生人人愿写、
人人爱写、人人常写、人人会写的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出 书

厦大附中文学馆新书上架——2022届学生张锦琪、黄佳钰的个
人作品集《黑板下的旅行》《梅子熬成茶》出版了 校方 供图

记者：日记体写作对学生的成长有什么帮
助？

詹佩：写日记其实是和自己“对话”，虽然日
记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但是如果是“愿意”与人
分享的那部分，坚持写对自己个人成长是很有
帮助的。进入中学后，因学习科目的增多，学习
难度和强度的增大等因素，对于大多数学生而
言，写日记会存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困难。但是，
写周记是可行的。厦大附中一直推行“周记”写
作，学生除课堂写作之外，还会进行大量的自由
写作。附中学生人人拥有自己的“周记本”，每
周至少写一篇形式、字数不拘的文章，每个学期
可进行20多次写作，可写20多篇文章。初中三
年，或高中三年，六个学期，每个学生均可写作
百余次，文字累积可在十万字左右。

姚跃林校长在《书写诗意人生》一文中说：

“写作是自我对话的最好途径，是让生活艺术化
最便捷的方式。”这句话也很好地概括了写周记
对学生成长的作用。这种作用很多时候是隐性
的。写周记的显性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促进写作
能力的提升上，其道理很简单：只有写，才会
写。这就像开车，什么叫老司机？开车的时
间、次数、里程多了，自然就成老司机了。很难
想象，一个很少写甚至常年不写的人，会有合
格或较高的写作水平。如果说写作有什么“秘
诀”的话，最大甚至唯一的“秘诀”只有一个：写，
不断地写。有人可能会问，这种自由的随笔式
周记写作，在中高考应试写作面前，会不会是一
种奢侈甚至干扰？我认为，这种担忧大可不
必。自由写作与应试写作并不是水与火的关
系，真正会写作的人，什么样的文章都能写，也
都写得好。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厦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 詹佩：

写作是自我对话的最好方式

杨佳昕的写作离不开母亲的鼓励和指点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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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附中文
学馆为孩子们提
供了阅读写作的
精神家园
厦大附中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