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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注重生活观察
把眼睛变成“放大镜”

讲座现场，山东省作协副主
席王方晨老师以《作文如此简
单》为题，为学生带来一场“干货”
分享。王方晨著有长篇小说《老
大》《公敌》《芬芳录》《背后》《老实
街》，作品集《王树的大叫》《祭奠
清水》《北京鸡叫》等，共计800余
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多种文学选
本及文学选刊并译介为多国文
字。曾获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
年度大奖、《中国作家》优秀短篇
小说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
奖等。

写作应该写什么？王方晨以
自己创作的《老实街》小说为切
入点，向同学们进行详细讲解。

“《老实街》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
参评作品，这本书里描写了我们
身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街道、泉
水、湖水、老街上的民居等，颇能
体现济南的文化特色，这些我们
熟悉或曾经熟悉的事物，都可以
成为写作文的对象。”

王方晨说，很多同学觉得作
文无话可写，实际上是缺乏对生
活的观察，要学会把眼睛变成

“放大镜”。“为了写《老实街》这本
小说，我在济南走街串巷很多
次，能说出很多老城区街道的名
字，这些细节都是很好的写作素
材。”

此外，王方晨建议同学们多
了解一些历史知识，从历史变化
的角度进行描写。“很多人意识
不到，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我
们的城市变化很大，比如你仔细
观察，可能会发现你住的道街去
年跟今年有一些不同，这些变化
都可以放在我们的文章中。”

写作就像“画一个圆”
多读多写很重要

找到了写作的素材，应该如
何进行写作？王方晨将写作文比
喻为“画一个圆”，鼓励学生可以
从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景
写起，把自己的文章看做一个循
环往复的圆，任何一个起点，都
能作为一个终点；任何一个终
点，也可以看作一个起点。

“虽然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落笔，但为了让文章更出色，大

家就要动脑筋，不妨多找几个切
入点进行对比，选择一个更容易
把握，更适宜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来。”王方晨说，写作不是单纯地
描写眼前的事物，鲜活的生命感
觉是一篇文章生动的基础，这种
感觉需要培养，也要学会去应用
这种感觉。

讲座中，王方晨以个人经历
向同学们讲述了读书的重要性。

“我在初中开始大量读书，并且
一边读一边思考，做了许多笔
记。为了锻炼自己的文笔，我还
不断地抄写，把书中的精彩段落
一笔一画认真抄写下来。因此，
同学们不仅要多读书，还要会读
书。”

除了多读书，想提高作文写
作的能力，不能纸上谈兵，如果
说写作还有诀窍的话，那就是多

“写”。“我有亲身体会，作品中那
些闪光的地方，常常都来自头脑
中的一闪念，也可以说是灵感。
为了留住这些灵感的火花，我会
随时记录下来。脑子中有了好想
法，不管是平时想的，还是夜晚
做的梦，都会及时写下来，只要
你写下来，就是锻炼。”王方晨说，
如果同学们养成了随时记录、随
时写作的习惯，就会发现灵感的

闪光会接连不断，但如果不写，
所有的想法都是空想。

讲座现场，新东方济南学校
优秀教师周琳、王瞳还分别带来
了《让生活成为作文的素材》《教
你睁眼看世界——— 社会热点写
作指导》两场讲座，更有针对性
地为同学们带来写作“干货”，帮
助同学们提升写作能力。此次活
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也进行了
现场直播，讲座期间共有1 . 5万
人在线观看。

省作协副主席王方晨为2000学生、家长上“作文课”

随随时时记记录录，，灵灵感感就就会会不不断断闪闪现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实习生 郭梦雨

学射艺、做烧饼
实践中传承非遗文化

3日，齐鲁晚报“齐鲁未来星”
周村古商城研学营迎来景山小学
2015级1班的同学们。在周村历史
文化展示馆，同学们饱览了周村三
镇图，了解了蒲松龄、瑞蚨祥继承
人孟洛川、抗日英雄马耀南等历史
名人的生平。

在状元府，同学们参加了传统
古代学生入学的第一课——— 开笔
礼仪式，穿汉服、正衣冠、拜孔、行
揖礼、朱砂启智、击鼓明志……在
仪式中，同学们还向自己的父母行
礼，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上弦、勾
箭、拉弓、射箭……在状元府，同学
们学习了古代六艺之一的射艺，学
习古代射艺礼仪。

扎染是中国特有的一门技艺，
扎染小课堂上，老师向同学们介绍
了两种扎花方法，将布折叠、用绳
捆绑、将绳打结，同学们亲手体验
了扎花，并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来到周村烧饼博物馆，同学们

在师傅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起周村
烧饼，首先用手指将面团按扁，手
指蘸上水后把面摊平，蘸上芝麻，
送进炉中轻轻往上一贴，稍等片
刻，周村烧饼便新鲜出炉了。

在三益堂印刷展馆，大家体验
了一回刻板印刷术。首先将版摆
正，然后拿起鬃刷轻轻蘸墨、刷版，
再将宣纸不偏不倚地放到版上，用
拓轻轻按压宣纸，最后快速起纸，
一幅作品便跃然纸上。

学生吴俊霆说，这是自己第一
次参加研学活动，在动手操作中学
会了很多知识，感觉很有收获。

探秘地质奇观
致敬革命先烈

3日至4日，齐鲁晚报“齐鲁未
来星”研学营带领济师附小、洪
家楼小学、棋盘街小学、趵突泉
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走进临沂岱崮
红色革命区，带他们学习军事知
识、动手制作美食、探秘地质奇
观、致敬革命先烈，开启红色研
学之旅。

走进博物馆，在讲解员的介绍
下，同学们对岱崮的地质地貌形成
过程、对岱崮的历史文化有了一定
的了解。随后，他们又在教练的指

导下体验了实弹射击。“这是我第
一次摸到真枪真子弹，我觉得它的
后坐力很大，我也感受到了之前的
战士们打仗的不易。”洪家楼第二
小学五年级二班的赵子奥说。

在研学中同学们还亲自动手
制作美食，学习了磨豆浆、摊煎饼，
并以小组为单位包水饺。4日上午，
同学们来到了崮上草原，在草地上
手绘风筝。画完之后，大家在草原
上奔跑着把自己的风筝放飞。最后
同学们来到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了解了战役始末，重温战争岁月，
在英烈亭前齐颂《少年中国说》。

相关链接

校外有诗与远方，我们致力于
打造与众不同而又专业的研学旅
行。想在行走中收获知识，获得成
长，就来参加齐鲁晚报“齐鲁未来
星”研学游吧。为了更好地展现学
子们的研学风采，齐鲁晚报面向参
与“齐鲁未来星”研学营的同学们
征集习作、绘画、摄影等研学作品。

投稿邮箱：953562374@qq.com。
优秀研学作品将有机会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刊登。咨询电话:0531-
85193712、85193050；0531-82748669、
58053686。

如何写好一篇作
文？写作有什么方法
和技巧？作为山东省
首届中小学生作文大赛
的一个精彩环节，8月4
日，齐鲁晚报联合新东
方济南学校举办写作能
力提升公益讲座，山东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方
晨带来一场关于写作的
干货分享，近2000名学
生 、 家 长 来 到 现 场 聆
听，收获满满。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方晨现场进行分享。通讯员 葛兴 摄 作文讲座现场，学生认真记录。通讯员 葛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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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
“齐鲁小作家”

由山东省作家协会、齐
鲁传媒集团主办，齐鲁晚报、
山东文学杂志社、时代文学
杂志社承办的“新东方·百年
育才杯”山东省首届中小学
生作文大赛是一项服务于中
小学生写作实践，引导中小
学生进行写作创新性尝试的
公益性作文竞赛活动，自
2019年起每年举办一届，今
年是第一届。

大赛旨在为全省中小学
生搭建高水平写作平台，提
升中小学生写作素养，发现
文学新苗，助力发展素质教
育。大赛积极鼓励中小学生
关注社会变化、生活变迁，感
知风土人情、人性之美，抒写
真情实感，展现作文个性，提
高人文素养以养成健全人
格。

目前，山东省首届中小
学生作文大赛初赛已于7月
31日截稿，决赛入围名单将
于8月10日左右公布。

周周村村古古城城学学历历史史，，革革命命老老区区敬敬先先烈烈
齐鲁晚报研学再出发，在动手实践中学习知识

体体验验烘烘烤烤周周村村烧烧饼饼，，探探寻寻鲁鲁商商文文化化之之源源；；走走进进临临沂沂
岱岱崮崮红红色色革革命命景景区区，，进进行行红红色色研研学学之之旅旅…………33日日，，齐齐鲁鲁
晚晚报报““齐齐鲁鲁未未来来星星””研研学学同同时时开开启启周周村村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研研学学和和
岱岱崮崮红红色色研研学学之之旅旅，，研研学学过过程程中中不不仅仅有有参参观观学学习习，，更更有有
丰丰富富多多彩彩的的体体验验课课程程，，学学生生在在实实践践中中接接受受教教育育，，收收获获满满
满满。。

周村研学活动中，景山小学的学生体验烧饼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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