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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李润良　校长

主持人简介
李润良，男，１９６３年８月生，湖南双峰县人，大学本科文化，高级讲师，１９８２年参加教育

工作，２００２年获湖南省“特级教师”称号。先后任双峰县永丰三中校长、吴湾区教育委员会
教学辅导员、印塘乡学区副主任、双峰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导主任、曾国藩学校校长，兼任湖

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娄底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双峰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主编《当代教育理论选讲》《新闻与作文》《小学语文心

育》《曾国藩学校教师手记》等，发表教育论文８０余篇。２０００年８月起，以弘扬传统文化、
推进教育现代化为理想，创办曾国藩学校。在李润良校长的带领下，曾国藩学校不断迈上

特色优质教育征程。该校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民办教育先进单位”称号，被省教育

厅授予“湖南省经典诵读示范学校”“湖南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称号，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国优秀民办中小学”称号。李润良先后获曾

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和“娄底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湖南省十佳民办学校举办者”等

称号。

主持人寄语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曾国藩家风，读书明理，勤俭持家，造就了曾国藩家族人才辈

出的事实。曾国藩学校，依托当地历史，增强文化底蕴，突出办学特色，秉湖湘灵气，造教育湘军。有志有恒、心正文正，

会学会问、自律自立，分层异步、扬长而施，教学做研、反思以恒，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渗透传统文化的厚重，显示现代文

明的光彩，培育校园精神，追求特色优质。书声琅琅，祥气盈盈。趁孩子们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读诵最有价

值的中华文化经典，作终生最受益的文化准备。各班用三分之一的语文时间，学完规定教材，余下三分之二的时间，海量

阅读，拓宽视野，腹有诗书气自华。每天写日记，梳理当日，规划明日，反省自我，练文练字练意志。在每年母亲节至父亲

节，举办科技艺术节。每年孔子诞辰日至曾国藩诞辰日，举办体育节。每年曾国藩诞辰日至圣诞节，举办读书节。这些，

已经成为曾国藩学校的必修与传统。办有灵魂的学校，育有底气的学生，做有品位的老师，当负责任的家长。美化环境，

净化心灵，诗化生活，文化校园。曾国藩学校，将一直努力，并由此品尝成功的快乐。

新闻引路作文训练的研究与实践 ①

李润良
（双峰县曾国藩学校，湖南 双峰４１７７００）

摘　要：以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思想为指导，以新闻写作为突破口，利用新闻的特
性，实践新闻引路作文训练，有效解决学生写作兴趣不浓、写作素材缺乏、作文“假大空套”、语文“少慢差费”等问题，达

到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作真文、做真人的目标。

关键词：新闻；作文；有效语文

中图分类号：Ｇ６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１－０４

１　新闻引路作文训练构想
新闻引路作文训练，利用新闻素材的生动性，让学生“有话可写”；利用新闻发布的成就感，激发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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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兴趣，让学生“有话想写”；利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教育学生热爱生活、感受生活，知行统一，文道结

合，让学生“有话实写”；在培养学生用词造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篇能力的同时，开展新闻体裁、作文体

裁、有效语文的序列训练，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和表达能力，让学生“有话会写”。其中，“新闻引路”是

动力系统。通过获取新闻素材—撰写新闻稿件—发表新闻报道三个序列，以发表新闻的成就感，作为写

作的内部动力。“作文训练”是操作系统。通过系列新闻体裁、系列作文体裁和说写新闻、学会作文、学

会做人的序列训练，解决厌学厌写、无话可写、死背范文、机械模仿、言不由衷、无病呻吟、简单平淡、千人

一面、缺乏创意等问题，达到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作真文、做真人，有效实施健康人格教育和诚信教

育的目标。

２　新闻引路作文训练实践
２．１　诵经典

有美的心灵，才有美的文章。经典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存在，是一种精粹的文化产物，是人类文

化的积淀与结晶。每天第一节课前１５分钟和每节语文课前１０分钟，坚持诵读中华经典《大学》《老子》
《论语》与《唐诗三百首》等，在孩子们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读诵最有价值的文化经典，练就

中华经典“童子功”，作终生最受益的文化准备［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千古美

文，做少年君子。”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为说新闻、写真文打下根基。

２．２　说新闻
有真实的表达，才有健全的人格。“文以载道”，“言之有物”。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

道，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选取的新闻事实不论大小、不论是软新闻还是硬新闻，都要具有一定

的社会意义，要能从中提炼出与这个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的大主题或背景［２］。每日晚自习前１５分钟发
布身边的新闻。要求学生把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或当天听过、读过、看过或经历过的新闻，在每天晚自习

前发布分享。学习过程包括预、写、审、说、评、结六步；以说为主，轮流参与，不拘一格，适时创新。新闻

发布的目的，是引导学生体验生活、挖掘生活，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动口，培养学生搜

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

作的能力。具体说来，学习目标是学会说话，学会写作，表现自我，塑造诚信人格；学习原则是真体验，真

感情，真表达。

２．３　读好书
阅读永远是语文学习的核心内容，语文素养是学生自己学出来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所以，我们

必须让学生海量阅读，在阅读中汲取更多的知识与能量。语文老师要通过不断学习，解放思想，科学压

缩课堂授课时间，腾出大量时间让学生阅读。阅读内容以三大类别为主，其他类别为辅。语文读本，有

益补充；品味名著，导读结合；名人传记，励志进取。我校专门编订了《曾国藩学校有效语文十五年行动

计划阅读书目》。在各年级语文备课组的统一组织下，要求各班用三分之一的语文课时间学完规定教

材，余下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学习校本教材《海量阅读》。

名人传记是我们着重推荐给学生的，也是我们始终关注学生终生成长的一个体现。名人传记有名

人成长的轨迹，更有其成功的经历，读名人传记就是与成功对话，潜移默化中能激发人的志气，培养人的

品格，而且对人的思想引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４　写日记
有生活的感悟，才有作文的源泉。新闻、生活与写作密不可分。日记是把我们周围的生活写出来，

把我们平日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写出来，叙述喜闻乐见的事情，刻画具体可感的人物，描写时时变化的

风景。日记是独特的写作，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写日记不但可以让学生养成认真观察的好习惯、而且还

能让学生学会捕捉素材，同时又可以巩固学到的知识、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３］。从生活中吸收营养，汲

取素材，梳理当日，规划明日，反省自我，坚持每天写日记，是一种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曾国藩每天记日

记，不断地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修身贵在坚持！时间久了，总

能不同程度地改变自己！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全校统一配发日记本，有些同学一直坚持到了高三，

很多毕业了的学生，最难忘的就是母校给了他们最宝贵的人生教育和启迪———写日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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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新闻引路作文训练实践效果
３．１　构建作文训练的目标体系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真情是文章的生命，矫饰是文章的大敌。作文只有从写真话开始，才能在

真情实感中，学习技巧，写出新意。即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做真人。新课标指出，学生要“在生活和

学习中多方面地积累素材，多想多写，做到有感而发”，这就强调了作文活动与生活的统一，强调了作文

的真实原则。其实，我们只要对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或身边的鲜活、生动的事件，认真地筛选、加工，就能

获得真实的素材，写出感人的文章［４］。康德说：“世上最美的东西，是天上的星光和人心深处的真实。”

诚信是做人的品质，记实感之事，作真情之文，养成实事求是的文风，不仅是作文教学的基本原则，更是

诚信人格养成的重要手段。

３．２　揭示新闻、作文与做人的关系
新闻引路序列作文训练，丰富了学生的生活素材，学生有话可写；培养了学生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

促进了学生知行统一、文道结合、文如其人，学生有话实写；调动了学生的写作兴趣，体现了学生的写作

个性，培养了学生的写作习惯，学生有话想写；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了学生的观察、记忆、思

维、想象、创造等一般能力，学生有话会写。语言表达、智力发展、情商培养、人格养成，与学会作文是相

辅相成、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见图１、图２）。
３．３　开发四门校本短课课程

《新闻发布》短课，每日晚自习前１５分钟，各班学生轮流上台发布自己采写的新闻。这有利于培养
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小学生读大学》短课，“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每日第一节课前１５分钟，读诵中华经典，发掘人类智慧。《修身日记》短课，每日
真情表达，“道德长跑”，练文、练字、练意志。《文正讲坛》大课，每周１２０分钟，“在集体中教育”，让孩子
们在德育、新闻、作文互动过程中培育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更有助于塑造健康人格，接受

挫折教育，享受成功人生。

图１　新闻引路与学会作文的心理学关系

３．４　提出“有效语文”教学策略
通过研究，归纳总结“认、背、读、写”“有效语文”教学策略。“认”，认一篇韵文———《字经》。借鉴

古代《千字文》，采用顶针的修辞手法，将一生常用的四千汉字，组成一篇琅琅上口的“四千字文”；

“背”，背两部经典———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练好背诵中华经典“童子功”；“读”，读三类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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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课文、名人传记、中外文学名著，课文是必修课程，名人传记可获得为学做人的成功智慧，名著可

扩大阅读量，陶冶心性，提高文学素养；“写”，写四种文体———日记、读后感、笔谈、新闻稿，日记总结自

己为学做人的直接经验，读后感总结他人为学做人的间接经验，笔谈促进人际的心灵沟通、情感交流，新

闻稿真实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具体的作文教学中，研究并实践“演—说—评—

导—结”的作文教学新模式。即：师生创设情境（现场、新闻演示、本校录像、电视录像）———学生发

布———师生评价（生生互评、师生互评）———教师指导———师生总结。

图２　“新闻—作文—做人”的蛋状结构

３．５　提升作文能力
开展新闻引路序列作文训练，培养了学生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各部门、各年级学

生的作文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小学部自编多期习作集，如《黄泥巴》《小溪流》《春暖花开》《童言》

《新文》等，作品在县、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类征文比赛中，数次喜获殊荣。在国家级的读书征文活动中，

有肖集云、谢晨辉、朱慧明、王赤、禹淑辉、赵修良、龚向阳、王银芳等老师获国家一等奖。据统计，２３０篇
学生作文在《娄底日报》《娄底晚报》《作文通讯》《中国少年报》上发表，６８３０篇新闻稿件和优秀习作在
《小溪流》《童言》《课堂内外》《中学生报》等刊物发表。学生调查报告１４５本约１３８９万字、学生新闻稿
７８本３２７．６万字、学生作文集１６９本１２８９．８字，在《新文通讯》上发表。曾国藩学校教师编著的《新闻
与作文》《小学语文心育》《教师手记》论文集《新闻引路话作文》，曾国藩学校教师撰写的《从说写新闻

到学会作文与做人》《作文需要怎样的支撑》等论文，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３．６　提高办学水平
教育研究的过程，既是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培养教师的过程。在新闻引路序列作文训练研究过程

中，邀专家来校讲学，组织教师前往福建、山东、北京、浙江等地观摩学习。要求教师编写教学后记、教育

日记、教师手记，每期印发《校报》《新文通讯》《教师手记》，以督促教师将教学实践与经验总结相结合。

朱慧明指导的学生旷亚琳、颜宁孜，在全国青少年主题教育读书征文活动中荣获特等奖，王银芳老师撰

写的《新闻引路：开写作活水之源》，在第十二届“全国教师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比活动”中获一等奖。

曾国藩学校实施特色优质教育，其语文教育、成功教育、养成教育逐渐成为亮点与特色。开展新闻

引路序列作文训练研究，荣获湖南省教育厅“教研成果奖”。承担省级课题《农村中小学构建优质高效

课堂的实验研究》工作，编写《曾国藩学案》共２２册，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探索“自学反思”课堂教学
模式，并在全县区域性推广。从幼儿园至高中，规划有效语文十五年行动计划，开展《有效语文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在县内外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近年来，全市德育工作现场会、语文教学研讨

会、民办教育现场会、课改现场经验交流会、全县素质教育现场会均在曾国藩学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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