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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今日泰山

本报“校园记者”聆听写作良方
如何让文章写出新意成为百名孩子关注的话题

本报泰安 3 月 6 日讯 5 日，本
报 100 名“校园记者”来到泰安市三
里小学，参加本报组织的写作培训。

5 日下午 2 点，“校园记者”赶到
泰安市三里小学。几名来自三里小
学的“校园记者”第一次参加活动，
他们主动做起了活动的指引员。“活
动地点在 4 楼多媒体大厅，请跟我
来。”记者看到，两名“校园记者”边
引路边帮年龄小的孩子提水，累得
满头大汗。

下午 2 点半，写作培训正式开
始，迎春学校的张秀银老师选定的主
题为“如何写好作文”。张老师说，不管
是新闻写作还是日常写作，都贵在一
个“真”字。他以《一碗油盐饭》等几篇
语言风格平实的文章举例，说明文章
真实的重要性。“有的文章，没有华丽
的辞藻，却足以感动千万人。这些文
章，大多是用平淡的字眼表达出了作
者的真情实感。”张老师说。

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本次活
动还吸引了几名大龄“学员”。“校园
记者”张睿行的爷爷奶奶都来到活
动现场，认真听老师讲课。“虽然退
休多年了，但我们对写作也很感兴
趣，也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张先
生说。

“老师，文章标题应该怎么起
呢？”“文章怎么写才更有新意呢？”
写作培训的间隙，“校园记者”董笑
雨准备好了问题。“我有时候自己起
了作文题目，感到很满意，但老师却
给我改成另一个题目，不知道为什
么？”董笑雨以自己的一篇作文题目
为例，向老师请教。

写作培训结束后，“校园记者”
董思睿拿着笔记走到台前，向老师
请教。“我记了 7 页笔记呢。”董思睿
说，今后她要多参加这样的活动，提
高自己的作文水平。

“写文章如何才能更
有新意呢？”在 5 日下午
举行的写作培训课上，这
个问题成为“校园记者”
提问最多的问题。
“老师，能不能讲讲

如何让写作更有新意
呢？”5 日下午，写作培训
课还没开始，“校园记者”
王晓逸就说，她上初一
后，写出的作文和五年级
时差不多，有些素材都用
滥了。“比如说张海迪坚
强地与生命抗争，雷锋助
人为乐的例子吧，这些在
几十年前大家就开始用，
我们写作文也经常写，一
点新意都没有了。”王晓
逸说。同样，“校园记者”
张奇也向老师提问，“文
章怎样写才能创新？”

对于这个问题，张
老师举例给学生们进行
了答复。“给你一幅鸟吃
虫的图片，你看图写作
文，会想到什么题目？”
学生们纷纷回答：“早起
的鸟儿有虫吃。”这时，
一名学生答道：“早起的
虫儿被鸟吃。”听到这个
回答，张老师十分满意。
张老师又以《大众日报》
记者逄春阶写的文章为
例，说明文章创新的重
要性。“当其他的人写体
育明星的成功，他却注
意到了角落的失败者，
文章自然会吸引人。”张
老师说，平日里多读书，
多思考，积累多了，写作
就有了新例子，文章也
就会有新意。

“如何写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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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肥城赶来听课
“不好意思，来晚

了。”5 日下午 3 点 2 0
分，“校园记者”杨静宜气
喘吁吁地说，她是专程从
肥城赶到泰安听课的。
“我上午去肥城了，

刚赶回泰安。”杨静宜一
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拿
出笔记本，认真记录起
来。培训休息时间，她拿
着笔记本来到记者身边，
要求补回前面所讲的课

程。
“我觉得前面一段课

没听挺可惜的，等老师讲
完课，我一定向老师请教
一下。”杨静宜说，她马上
要升初中了，自己的作文
水平在班里只能算是中
等。“我觉得听了一半就
很有收获，把另一半补回
来，对自己作文水平的提
高肯定很有帮助。”杨静
宜说。

一名“校园记者”在写作培训上认真听讲。

“校园记者”写作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