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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9_BA_E5_8A_9B_E5_c64_453612.htm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

，人才的开发靠两点：一是培养智力因素，二是开发非智力

因素。作文教学中的智力因素包括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记忆能力、思维能力与组织能力等；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

、情感、兴趣、性格、意志等。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往往注

重对学生智力因素的培养而常常忽视非智力因素对学生作文

能力的影响。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有心栽花花不

发”的现象，深究其中缘故，就可以看到非智力因素在起着

不可估量的制约作用。因此，要提高学生作文水平，就必须

在重视学生智力因素培养的同时，抓好非智力因素的开发。 

一、激发写作动机，克服盲目心理 动机就是一个人进行活动

以实现某种目的的内部动因和动力。默里把它定义为“个体

克服障碍，施展才能，力求解决某一难题的欲望或趋向”。

要想激发起学生学习动机，就必须唤起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

。拉西曼说：“不唤起学生学习的欲望而企图教授学生的教

师，等于在打冷的铁。” 写作动机就是推动学生作文的内部

动因，它对学生的作文行为能起到明显的激活、引导作用。

我们的作文教学就是要通过教育去影响学生，鼓励学生为实

现写作目的而写作，让学生认识到完成作文任务是学生自身

发展的需要。学生只有认识到写好作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他们的作文行为才会是自觉的、自主的，才能克服盲目性，

写作的心理动力才能被激发起来，才能产生高度的作文热情

，自觉地去发展自己作文的智力因素，自觉地观察生活，观



察社会，辩证地思考，主动练笔。赞可夫的话说得好“教学

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意志领域，触动学生的精神需要，

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 二、培养作文兴趣，克服应付

心理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首先必须感

兴趣。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

的心理倾向。学习兴趣是学生渴求获得知识，探索某种事物

或参与某种活动的积极倾向，它是一种对智力活动有重要影

响的非智力因素。浓厚的兴趣会使人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

推动人兴致勃勃地学习。在教学实践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

受到学生对作文的态度呈现逐渐淡化的趋势，老师布置作文

后，很多学生总是表现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态度，应

付了事。因为缺少兴趣，他们才觉得作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一种精神重压，所以产生应付心理。写完了，也就可以交

差了，至于写的结果如何，评价如何，那是老师的事。要清

除这一现象，必须在激发学生写作动机的同时，努力培养学

生的写作兴趣，让兴趣成为他们作文的“激素”。 三、锻造

写作意志，克服功利心理 坚定学生的写作信心，加强学生的

写作意志力的培养，让学生认识到，学习写作不是仅仅为了

将来的中、高考，而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张志公先生曾

说过：“现在处在信息时代，无论交流的手段多么先进，多

么发达，‘写’永远是需要的、重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

现代化建设无论干哪一行，都应该能读能写，而且写得好，

写得快。”但是想写好作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必须要持之

以恒地坚持练笔，让写作成为自己生活的必要。 总之，教写

作者和写作者如能把这些非智力因素都调动起来，我们的作

文教学，我们学生的作文水平都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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