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写作文时，考生遇到“大”主题，常常无从下手；事实上，用好“小”素材，就能妙笔生花。本期，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初中部史笑菲老师从一次写作提升练习出发，分享学生写“大”主题时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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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从下笔到妙笔生花
——如何用“小”素材表达“大”主题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史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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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标 聚焦家国情怀

2022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中，课程目标对 7 至 9

年级学段具体要求指出：“在落实以

上要求过程中，注重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中

华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表达自己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和自豪

感；体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历

程中培育形成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风

范，体认英雄模范忠于祖国和人民

的优秀品质，培育民族气节和爱国

主义情怀。”可见，“家国情怀”等重

大主题不仅是“阅读与鉴赏”的重

点，也要在“表达与交流”和“梳理与

探究”中加以落实。

学生如何让重大主题落实到写

作中；如何与“多角度观察生活，发现

生活的丰富多彩，能抓住事物的特

征，为写作奠定基础”的要求相契合；

如何在写作中有真情实感，表达自己

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受、体验和思

考，力求有创意？

近期，我和学生们一起，完成了

一次写作提升练习。

小随笔 逐步加深思考

在完成一系列关于“家国情怀”

的主题阅读练习后，我和同备课组的

老师想要尝试引导学生进行相关内

容写作。面对这类题目，如果学生直

接按要求或者题目现场写作，往往会

无从下笔。所以，这次写作先由老师

一步步来引导。

考 虑 到 阅 读 材 料 多 与 民 主 斗

争、抗战救国等主题相关，这些内容

与当下的时代背景和学生的现实生

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老师先提出

了一个讨论题，作为周末随笔的要

求：在当今的和平年代，“家国情怀”

在各行各业的具体体现是什么，请

简要说明。

有趣的是，老师出题的时候，重

点指向是“具体体现”，而学生讨论的

重点放在了“各行各业”。很多学生

罗列了他们认为具有“家国情怀”的

行业：医生、军人、消防员、教师……

学生偶有对行业进行具体描述的，也

大多来自新闻报道，如边防战士的壮

烈牺牲、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等。学

生能找到这些答案，是经过了思考

的。但一般考场写作中，是不能以转

述故事为主体的，学生还需要“有的

可写”。

挖素材 丰富材料储备

学生的父母家人从事着各种不同

的工作，如果学生能够从这个“各行各

业”中找到“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大

作文写作就有的可写了。老师为学生

提供了一份任务单，请他们在与家人交

流后完成。在考场写作时，考生无法以

任务形式现去挖掘材料，但考生可以在

考前多积累素材储备，在考场写作前按

照类似于任务单的思路多加思考。

任务单：

你的家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他们的工作中“家国情怀”是如何体现的？请你利用周末时间跟

他们聊一聊。完成表格，收集写作素材。

被采访人：

工作/职业：

问题1：您如何理解“家国情怀”，能否结合自己的工作说一说？

问题2：您认为您的工作/行业中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一点是什么？

思考1：家人的回答中最触动你的一点是什么？为什么？

思考2：结合本任务单，整体说说你的感受或思考。

经过收集，学生的写作素材明显

丰富了起来。从为攻克“卡脖子”关

键问题而不懈努力的科研人员，到放

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任教的大

学教授，再到专心照顾好儿女让爱人

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专职母亲……

大部分学生获得了鲜活的一手资料，

并由此有了具体的感受或思考。其

他学生在学习了优秀作业之后，对照

自己的任务单，很容易就发现了哪些

点是可以继续深挖扩展的，也逐步丰

富了自己的素材储备。

基于前期的积累，当老师宣布要

在课堂上完成一篇限时写作时，学生

们不但没有畏难退缩，反而跃跃欲

试。这次写作对学生来说是一次非

常愉快的体验。

从“无从下笔”到“妙笔生花”，这

次写作训练给学考生提供一条很宝

贵的经验：越是看起来“高大上”的主

题，越要从日常生活的小处着眼；只

有描写那些充盈着生活滋味的内容，

触动了写作者内心的细节，才能表达

出真挚的情感，成就一篇佳作。

作文题目：

在近期的学习中，我们感受到科学家、革命者的满腔热情，体会到抗日军民的团结一心。“家国

情怀”是否也体现在你的家人身上？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勤奋持守。作

为医护人员，他们救死扶伤，敬佑生命；作为教育工作者，他们诲人不倦，播撒春晖；作为科研人员，

他们潜心钻研，不断创新；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他们脚踏实地，一心为人……有没有那样一个瞬间，

你被家人身上的责任担当所触动，请以“他/她是最可爱的人”为题，仿照《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

叙事、抒情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写一篇文章。

我轻轻打开房门，发出“吱呀”的声响。暗长

的小厅中灰猫在安睡。尽头的客厅里散出点点

荧光。多么寂静的夜啊！我却隐约听见有键盘

的敲击声，那么的轻微，又是那么的清脆，是爸爸

仍在工作啊！

爸爸，我感到他是最可爱的人。

依稀记得五年前的那个周末，爸爸拉我走进

了自他从清华毕业后工作了十年之久的公司——

微软。我走进展示厅，透亮的自动门一层层打

开。蓝白色的灯光下，陈设着一台台电子设备，每

一台都展示着不同的软件，远处一个巨大的曲面

荧幕令我大为震撼。这都是爸爸和同事们的杰

作，我真心感到爸爸的工作是多么有趣呀！

爸爸会做这么多有趣的平台和软件，他是多

可爱的人啊！一天傍晚，我正在房间写作业，听到

外面爸爸与妈妈交谈。我隐隐觉得有些困惑，连

忙跑出房间。“爸爸，你为什么换公司呀？”我十分

疑惑地发问，爸爸现在的公司多好啊！爸爸转过

头来，弯下身笑道：“爸爸现在的公司属于美国企

业，我需要在中国企业里工作才能为祖国的科技

作出贡献。”我似懂非懂，却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进了新公司的爸爸好像工作辛苦了许多，他

不仅每天工作到很晚，还学起了象棋。我常常在

深夜里看到爸爸端坐在棋盘前冥思苦想，或是在

吃饭时戴上耳机观看象棋教程。哪怕在周末的

闲暇时光，他的手机里也都是象棋的对弈。我有

些摸不着头绪，终于抓住机会发出疑问，才得知，

爸爸原来要做一个象棋机器人的产品，是想将象

棋这项几乎快成为“公园老大爷”代名词的中国

传统文化通过机器人的教学传授给祖国的下一

代。多么有意义的创新啊，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

科技结合在一起，我期待着……

盼着，盼着，在春日的一天，爸爸早早回到家

中，满面春光。与爸爸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大

箱子，通体纯白，上面印有一个很可爱的机器

人。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将机器人小心翼翼

地摆在桌上，再将棋盘连接，开机。一双可爱的

眼睛出现在屏幕上，左看、右看。爸爸满脸自豪

地笑了起来，喃喃道：“我好像看到孩子们坐在机

器人前下棋的模样了。”我也看见了……

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他是最可爱的人，他用

科技努力地服务社会与国家，满是中华儿女的使

命与担当！

点评

这篇文章里的父亲，可以说是当下知识分子

践行“家国情怀”的代表人物。他们努力创新，不

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更多的是将国家的未来与

传统文化的传承结合起来。这样的工作其实是

琐碎而平凡的，而小作者用平实却真挚的语言，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流畅地表达出来。

文章既有对父亲的理解，又有对国家的热爱，令

人读起来热血沸腾。

【佳作赏析】

他是最可爱的人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韩静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