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应用写作，已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

讨，不少学者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但不管

怎样，应用写作终究是一门实用性、工具性的学科，

学习它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我们在生产、生活、工作、

学习中存在的实际需要，切实地为我所用，这一点是

毋庸置疑的。在长期的应用写作教学实践中，“精讲

多练”已成了大家普遍认同并实施的准则。然而，从

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许多学生上

课听讲时倒也认真，但要动笔时则显得力不从心，或

者是找不到写的，不知道写什么，无从下笔；或者是

不知道怎样写，即使勉强写出来，通常也毛病百出。

要么是头绪杂乱、中心不明；要么是表意不清、语意

模糊⋯⋯其实应用写作的理论知识也不是太复杂，

要把它背下来都不会太难，关键是学以致用差了。那

么，怎样使“讲”和“练”有机结合、“写”和“用”和谐统

一，真正提高应用写作教学的实效性呢？笔者以为，

应该重视应用中的写作与写作中的应用，正确处理

二者的关系。即在实际生活中找寻写作素材，进行写

作训练；在反复的写作训练中深化写作知识，逐渐提

高应用写作和水平。

一、教学紧密联系实际，从现实中寻找写

作素材，提高写作兴趣

应用文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日常

工作、生产、学习和工作中办理公务和处理私务时所

使用的具有特定实用价值和惯用格式的文书材料。

它不同于其他文章，特别不同于诗歌、散文、小说等

文艺文，它没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没有华

丽的辞藻、巧妙的修辞，就像一位不施粉黛、素面朝

天的女子，不重雕饰，不浓妆艳抹，也无珠光宝气。正

因为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偏颇，普遍

认为其枯燥乏味，学生学习时，也难以产生兴趣，当

老师布置练习时，往往以完成任务为目的，缺乏主动

实践的积极性。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则越学越没劲。

倘若老师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认真查找原因，在设计

训练时能紧密结合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着眼于激

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其效果也许就会大不一样。比如

现在大学校园里常常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教师

可通过与相关部门联系，事先了解这些活动的计划，

然后结合课程实际，恰当安排教学时间，在活动实施

过程中要求学生有意识参与，再配合活动布置相应

的写作训练并给予一定的激励，学生就会觉得有兴

趣得多。如演讲比赛、文艺汇演、辩论赛、运动会、球

赛等，都可以练习相关的计划、通知、消息、简报、总

结等多种文体。这样学生可以找到写的东西，尽管写

出来的习作，很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他们

觉得这些东西是实在的，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无从下

笔。至于习作中的毛病，那是可以通过反复修改，逐

步克服的。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无疑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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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的写作与写作中的应用

———兼论应用写作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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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如何提高应用写作教学的实效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笔者以为，应该重视应

用中的写作与写作中的应用，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一方面，教学要紧密联系实际，从现实中寻找

写作素材，提高写作兴趣；另一方面，应通过反复实践，不断强化应用写作知识，逐渐提高应用写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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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用写作中的训练很多，不必都如此进

行，有的也可在课堂完成。如一些简单的应用文，就

完全可以进行课堂训练。但对于那些相对内容较多、

篇幅较长、材料组织较难的训练，则要精心设计，让

学生做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留下深刻记忆。

此外，在进行写作训练时，教师也应结合实际，

在写作时间、写作内容、写作方式上多给学生一点写

作的自由，这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如调查

报告的写作，是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如果按常规，安

排!学时学习，学生仅仅是了解皮毛而已。笔者在教

学中尝试如下做法：在课程刚开始时即告知大家需

要进行此项训练，并先讲了如何做调查；然后要求学

生自学教材中“调查报告”一节内容；接着将学生按

每组"—#人分成若干小组，每组确定一位负责人，由

负责人组织本组同学自选题目，进行调查、分析研

究、完成调查报告，时间#—$周。报告完成后，选择恰

当时间，每组派%—!人向全班汇报交流，内容涉及调

查的题目、方式、时间、范围、对象、结果分析及书面

报告，教师及其余各组认真听取汇报，现场提问并可

指定某人回答（要求人人参与，避免有人钻空子），之

后给出一个综合成绩。最后成绩汇总，去掉一个最高

分和最低分，加权平均后即为该组的最后得分。对得

分最高和最低的，可酌情予以奖惩。如此下来，绝大

部分同学都亲自参与了实践，从中也体会到了很多

乐趣，不仅学习了怎样写调查报告，而且增强了团结

协作精神。同学们普遍反应这种方式学习起来印象

深、收获大，学生们的习作也证实了这点。

二、通过反复实践，不断强化应用写作知

识，逐渐提高应用写作能力

写作是一个信息的选择、改造、利用和新信息的

产生、组织、传播的过程。从主旨的确立、材料的积

累、选择、使用到文章的结构布局、语言表达，是一个

完整的系统。学习应用写作，也必须经过完整的系统

训练，写作能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首先要明确

“写什么”，其次要清楚“怎样写”。应用中的写作解决

的是“写什么”的问题，而写作中的应用则是解决“怎

样写”的问题。

要解决“怎样写”，首先必须了解一般文章写作

与应用文写作的联系和区别，掌握应用写作理论知

识，明确相关应用文体的格式、内容、结构、写法及要

求；其次要善于借鉴、勤于实践。平时要有意识地加

强学习，读书阅报时做有心人，通过学习找出差距、

发现问题，善于从优秀的应用文中汲取经验，补己之

短；另要反复练习，不要仅仅满足于完成老师布置的

作业，还要养成写作的习惯。通过反复训练，理论知

识不断得到强化，实际写作能力也会逐渐得到提升。

在此过程中，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正确选择文种。文种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文章

质量的高低、表达效果的好坏。在实际应用中，有很

多文种容易混淆，如公告与通告、通告与通知、通知

与通报、请示与报告、请示与函等，因此学习时要特

别注意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正确选择恰当

的文种。

如何正确选择文种？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党和国家

有关领导机关关于公文处理的规定。

（!）、看发文者与受文者的关系。若发文者是受

文者的上级机关，选用下行文；反之，则选用上行文；

若发文者与受文者是同级或不相隶属的机关，则只

能选用平行文。如同为请求批准的公文，若发文者是

受文者的下级机关，用请示；若发文者与受文者是同

级或不相隶属的机关，则只能选用请批函。

（&）、不超越作者权限。有些文种对使用者的权

限有明确限定，如果作者不具备相应的权限，则不能

使用这些文种，如命令、公告、议案等。

（’）、明确行文目的和要求。每一种文种都有特

定的适用范围，只在实现某一行文目的和要求方面

有效，因此，应选择最有利于表达和实现具体行文目

的和要求的文种。

!、体现不同文种的文体感。每一种文种都有区

别于其它文种的特点和要求，写作时应注意把握，体

现不同文种的文体感。我国著名文学家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就曾论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

实，诗赋欲丽”；可见从古至今，都非常注重文体感。

&、加强语言文字基本功训练。这似乎是一个不

应在此提及的问题，但从实际看，笔者又觉得很有必

要。现在许多学生写作时，错别字、用词不当、语句不

通、表达不准、语法错误等现象比比皆是，说到底，是

语文修养太差，基本功太不扎实。要想写出象样的文

章，不过这一关，是绝对不行的。

总之，应用写作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化知识为能

力。“写”是核心，“用”是目的，只有通过系统科学的

“写”的训练，才能具备“用”的能力。只要我们处理好

“讲”、“练”、“用”几者的关系，科学安排，合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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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能够提高应用写作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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