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宋江深不可测的城府 》《大好人的悲惨结局—— 

晁盖 死亡原因分析 》《“草莽 ’’ 军师吴用— 诸葛亮与 

吴用对比》等习作都能围绕 一个观点从3～4个方面进行 

举 例阐述。如学生 的习作 《“草莽 ”军师吴用——诸葛 

亮与吴用对比》就围绕 “吴用比诸葛亮相差甚远”这一 

观点 ，从战术 、阵法、口才三方面分析吴用，并将他与诸 

葛先生作对比，分析吴用不如 诸葛亮 的三大原因，阐述 

较为全面 、到位 。 

教师 及时对具有一定 原创性 、结构较 完整的小论 

文给 予肯定 及展示 ，能够很好 地激发学 生写小论文 的 

热情，消除学生写作的畏难心理 ，树 立学生的自信。 

2．选题 开题 。 

选题 是小论文写作过程 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由于 

初 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较为有限，一味地放手是不 可 

取 的。因此 ，教 师在 这个环节 的指导非常重要 ，具有 重 

要作用。我在广泛查 阅资料的基础上开列了’2O0多个小 

论文题 目并整合成人物类 、情节类 、批 判类 、主题类 、 

创意类5个方向供学生参考。学生可参考借鉴，也 可自我 

挖掘论题 。第一个 课时5—8名学生形成小组 自主选题 。 

同时学生也 在小组 内部讨 论出：{个感 兴趣 的题 目或 方 

向，回去查找相关资料。第二个 课时小组和老师共同讨 

论确定论文题 目及研究的主要 内容。如一个小组在读完 

《水浒传 》后，发现梁山英 雄好汉并非全 都如人们所 说 

的被官府 “逼上梁 山”，还有很多是被 梁山好汉逼 上梁 

山或 自愿上梁山等等。因此他们打算写一篇 《梁山英 雄 

如何上梁山分析报告》，主要对梁山英雄 上梁山的原因 

和方式进行梳理 、统计、归类 、分析 ，对人们认为的 “官 

逼 民反”的观 念进行质疑 。有一 个小组 对 《水浒 传》里 

的人物绰号很感 兴趣 ，发 现这些 绰号都能高度概括人 

物 形象 ，于是他们打 算研究 《水浒传 》里 的绰号。而一 

些 没有研 究价值或 者研 究难度 太大 ，不适合初 中生研 

究 的题 目则需 要进行修改，比如 《假 如梁山好汉没受 招 

安 是否能统一天下 》《(水浒传 >的作 者真 的是施耐庵 

吗?》，以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和历史资料很 难进行研 

究 ，因此建议学生更换选题 。 

学 生在 确定 选 题 后 ，还 必 须完成 开 题 报告 的撰 

写。撰 写开题报告是学生完成小沦文的一个重要过程 ， 

学 生需要详细陈述 论文研 究的意义和价 值、论文 的基 

本 内容 、大致框架和研究步骤 、时间安排 、小组成员分 

工等。通过开题报告，老师可以评判学生的研究课题 是 

否合适 ，难度 、工作量和进度安排是否合理 ，并 提出相 

应的建议。避免无从下手，或者进行一段时间后不知道 

下一步 干什么的情况 ，从而保证 整个研 究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 

3．搜 集资料。 

老师 下发 《<水浒传 )资 料搜集 表 》，学生根据要 

求 ，分头查 找各类 资料 ：《水浒传 》书本资料 、论文 资 

料 、图书资料 、网络资料。学生往往只能在网络上搜索 

到 与论题 有关的部 分有用资料，这 时教师 需要尽可能 

提供充足的图书资料和论文资料。如 《试论宋江形 象的 

复 杂性 》论文 小组所补充的图书资料有：鲍鹏 山的 《鲍 

鹏山品水浒》、潘知常的 《论 水浒人物》《煮酒论水浒 》 

等 ，论文资料如 《重读 <水浒传 )：“平庸领袖”宋江形 

象的精神分析》《真实的 “假人’：宋江之 “好汉”行径》 

《水火不能相容 、忠义 难以两全——试论 <水浒 传>中 

宋江的性格矛盾》等。学生 必须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 

从海量的资料中去筛选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资料。 

除了参考文献 资料外，最 重要 的资料 当然是来 自 

于 《水浒传 》原 著。学生通 过文本细读 、跳 读 、批 注等 

方式 ，筛选 出所需资料，再进行分类 、整合。如 《闻其声 

则 知其 、̂——论 <水浒传 >性格化描 写语言特色 》，先 

把 人物分为文将和武将两类 ，再通 过细读找到代表 性 

人物的语言，再筛选 出最 能体现人物性格 的典型性 语 

言，如分别找出李 逵、吴用 、林冲初见宋江时的对话描 

写 ，再分析其性格的异 同。《梁山英 雄如何上梁 山分析 

报告》论文小组通过跳读 ，将各个好汉 上梁山的方式查 

找 出来进行统 计，如 《水浒传 》第十一 回林冲上梁山， 

第十五回、十九回阮氏三兄弟 、吴用 、公孙胜 、刘唐上梁 

山，第四十回宋江、李逵 、张顺上梁山，第六十二回卢俊 

义 、燕青上梁山等。再进行分类整合 ：自愿 上梁山 、被官 

府逼上梁山、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等几类。进而分析其 

上梁山原因：因为钱 财、义气等上梁山。 

4．撰写论文 。 

学生根据论文提 纲进 行小论文 写作。学生的初稿 

常常会 出现这样 的情况 ：观点不鲜 明，无论证依 据，以 

材料罗列代替观点。层次不分明，观点之间逻辑关 系不 

清晰，论据重复 、混乱。论据不充分，用个别例子进行单 

薄论述 ，不能全面分析。 

教师需要对初 稿进行具体 指导，要求学生多次修 

改 。如 《梁山好汉造反正义性的批判 》一文 ，初稿 中对 

于 论点 “梁山好汉 的无 赖行为 ”的论述都是用陈述性 

语言复述人物和故事 ，而修改后的论文从 “滥杀无辜， 

血 杀成性” “强迫为盗 ，手段卑劣 ⋯ ‘徇私枉 法 ，不忠 

职守 ⋯ ‘心术 不正 ，惹事生非 ”四个方面举例 论证 ，更 

加清晰 、有说服 力。很多论文经过 多次修改 ，从初稿的 
一 千 多字到终稿的三 四千字，在内容 、形式 、论 证方法 

等 各个方 面都进行充分 论证 ，使论 证更加全面有力。 

本 次 《水浒》小论文 写作最终定稿 ，学生共完成了个 人． 

小论文50余 篇，每篇500～800字 ；小组 论文 8篇 ，每篇 

3000—5000字。 

5．汇报 答 辩。 

学生完成论文终稿后 ，我们还可开展成果汇报活 

动。这有利于同学之间的分享交流 ，也有利于之后继续 

开展撰写读书小论文 的活动。汇报的内容为小组论文的 

研究成果 、收获及不足 。汇报 的形式有多种，可以结合 

ppt讲述研究成果 ，也可以用多种直观形式呈现 ，如 ：辩 



论会 、片段展演 、图文 展示等等。《梁 山英雄 如何上梁 

山分析报 告》论文 小组在ppt中展示他们小组 的统 计图 

表 (如下图)，直观地展现了论文成果。《试论宋江形象 

的复 杂性 》论文小组 汇报的形式 为辩论会形式 ，通 过 

正反 双方分别 阐述宋江的正义性 及负面性 来论证宋江 

形象的复杂性，既能展现论文的主要观点 “是什么 ’，也 

有理 有据地分析了 “为什么”。《闻其声则知其 、̂-—论 

(水浒传 >性格化描写语言特 色》论文小组选择的汇报 

形式 为口头讲述与片段表演相结合，生动再现了李逵 、 

林冲、陆虞候等人极具个性化 的语言和性格。 

在论文汇报中，我们还设置了论文答辩环节。论文 

答辩 由其余小 组的 同学质 疑 、提 问，本 组 同学进行 阐 

述 。可 以针对质疑 ，进行补充或提 出新 观点。如 《梁山 

好汉造反正义 陛的批判》论文小组的答辩 ，同学们通过 

两个反例——宋江救 济阎婆惜母女、鲁智深救济金翠莲 

父女 反驳论文中 “梁LLJ好汉没有劫 富济贫 ⋯ ‘梁山好汉 

没有替天行道”这两个主观点。 

通 过论文 汇报答辩，进一步考查和验证 学生对所 

写论文 的认识程 度和 当场 阐述 论题 的能 力。同时，这 

也是 一个增长 知识 、交流信息 的过 程 。学生在 答辩前 

要积极 准备，对 自己所 写文 章的所有 部 分必 须非常熟 

悉 ，对老 师和 同学们作 好解 说的准备。这种 准备的过 

程本身就是积累知识 、增长知识的过程 。在答辩 中，老 

师和 同学也会就 论文 中的某些问题 阐述 自己的观点 ， 

或 者提 供 有价 值的信息 。这 样 ，学 生 又可 以从中获得 

新的知识。 

二、初中生撰写读书小论文的意义 

这次 《水浒传》读书小论文 的撰写活动，学生不仅 

仅停 留在 原有的读书方式 上 ，按 故事情 节从头到尾 阅 

读，读完后草草写一写读后感悟。而是 以 “作研 究”的方 

式 来读 书——独立思考 ，独 立提出问题 ，搜索材料 ，组 

织材料 ，阐述观 点，论证观 点 ，组织文章。这对 八年级 

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项开创性的语文读写活动。 

读书小论文 写作综 合地锻 炼了学生的能 力。在 这 

个 过程 中，学生学会了浏览 、跳读 、扫 读 、速读 等阅读 

方式 ，锻 炼了阅读能力。学会了思考和发现 问题 ，锻炼 

了创新能力。学会了分类别分析，锻炼了逻辑能力。学会 

了从 大量资料 中筛选出有用资料，锻炼 了整理材料 的 

能 力。学会了引用各种 材料来论证观 点，锻炼 了说 理能 

力。学会了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锻炼了思维能力。学会 

了用质疑 的眼光看待问题 ，锻炼了思辨能力。一篇小论 

文 是各种 知识各种能 力综 合运用的结果 。一个学 生在 

周记 里谈此次活动的收 获：“我 以前看书只是从头到尾 

读完故事情节，从来 不会去思考，很快 就忘记了主人公 

的名字。这次通过 写 《水浒传 》小论文，我常常在 想着 

哪些地方可 以提 出疑 问大做文 章 ，好 多好 多想法蹦 出 

来，不知不觉就写了几千字了!” 

读书小论文写作纵向深化了读书活动。读书活动的 

形式越来越多样 ，从课外 自由阅读到课堂上集体分享， 

从全班共读一本书到读几本书 ，从诗歌散文 到小说戏 

剧等等，这些都横向拓宽了读书活动的面。读书小论文 

写作从研究的角度 ，纵向深化了读书活动，将读书活动 

从 “我感受到什么”深入到 “我能分析为什么”。从浅层 

地谈读后心得 、感悟 、体会，到深层地分析 、思考、质疑 

书本 中的人物 、情节 、主题 、内容 、结构 、语言等 ，无 一 

不是 从感性 的体会 深入到理性的思考。这对 读书活 动 

来说，是一个质的进步。 

读书小论文 写作正面促进了语文教学。阅读和写作 
— 直是我们语文教学的重点 ，小论文写作能很好地将二 

者结 合。要 写读书小论文 ，学生 只有多次 阅读 、深入 阅 

读原著才能发现 问题、深入思考，在阅读大量的书籍资 

料 、论文资料后，形成 自己的观点 并撰文 。通 过反复修 

改文章 ，丰富素材，最终成文 。这一过程 ，实现了语文教 

学 中对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多层级 目标 ，契合素质 教 

育的精神和新课改的要求 ，有效地促进了语文教学。 

阅读活动和小论文写作活动对于初 中生来说魅力 

无穷，对于 语文教育者来说 ，也是一项富有生命力的工 

作。我们相信 ，它对孩子的一生 、对 语文教学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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