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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套作” 为 “真写作” 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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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中学生的作文实际， 广西百年名校之南宁市第二中学特级教师、 全国第二届

“我即语文” 教学奖获得者彭俊姣老师， 近年来带领课题组开展了 “变 ‘套作  为 ‘真写作  作文课程

的构建与实践” 实验， 试图解决长期困扰中学写作教学的老大难问题， 破解 “佳作成长密码”， 构建

“真写作路径” 课程。 该实验研究目的明确， 针对性强， 能够聚焦 “真写作” 训练， 实践性突出， 能

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实验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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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

进， 广大语文教师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 精准把

握新理念， 深入钻研新教材， 积极应对新高考，
摸索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新教法， 并取得了不少可

喜的成果。 有的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实验推广，
产生了一定的辐射效应， 大大激发了青年教师开

展语文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有力地推动了所在地

区的语文教学改革。 广西百年名校之南宁市第二

中学特级教师、 全国第二届 “我即语文” 教学奖

获得者彭俊姣老师， 便是这样一位极具创新精神、
求真务实的实力派语文名师。 近年来， 彭俊姣老

师带领她的教学科研团队， 开展了一项别开生面、
极富创意的高中写作教学实验， 即 “变 ‘套作 
为 ‘真写作  作文课程的构建与实践”。 这一实践

试图解决长期困扰中学写作教学的老大难问题，
破解 “佳作成长密码”， 构建 “真写作路径” 课

程。 在广西多个地区的学校开展实验后， 学生语

文学科成绩明显提高， 学生参加作文竞赛也屡获

佳绩， 作文教学成效显著。 笔者认为， 这一项教

学实验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又具有很强的实

践意义， 是中学写作教学改革的一项优秀成果。

一、 研究目的明确， 针对性强
彭俊姣老师曾长期参与广西高考语文阅卷工

作， 并应邀担任作文质量检查组组长。 彭俊姣老

师发现， 在高考阅卷工作中， 不少学生的作文缺

乏真情实感， 存在不同程度的 “套作” 现象， 模

式化、 套路化作文比较多。 有些语文教师在平时

的作文教学中也存在缺少指导学生写作方法、 功

利性强等现状。 因此， 彭俊姣老师在高考作文评

卷中提出坚决抵制 “宿构” “套作” 的意见， 鼓

励学生写出真情实感， 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课

题， 即 “变 ‘套作  为 ‘真写作  作文课程的构

建与实践”。 这一课题针对我国当前中学写作教

学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 “宿构” “套作” 盛行、
假写作泛滥等现状， 明确树立 “真写作” 的语文

教学理念， 着眼于新材料作文、 材料作文和命题

作文等命题形式， 构建起中学 “真写作” 教学体

系， 使作文教学从根本上摆脱模板化、 程式化、
套路化， 让写作教学从无序走向有序。 这一研究

具有明确的问题解决意识， 框架完整， 研究思路

清晰， 研究目的明确， 切中写作教学要害， 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