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一个个细节变成情节
作文为什么要有细节描写？同学们

读一本小说、看一部电视剧，为何被感
动？有同学会说是故事情节，没错，但故
事是不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来展现
的呢？一部表现红军长征题材的电视
剧，就是用一个一个细节来展现长征的
艰苦与悲壮，比如在血与火的场面中，一
面被炮火熏黑、被子弹打出弹洞的旗帜，
仍然屹立不倒，会让同学们感动不已，甚
至流泪，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当同学们给人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需要细节的。比如一个南方人从
来没有来过北方，他让你讲讲北方的春
天是啥样子，你如果只说春天来了天气
就暖和了，这等于没有讲，因为南方的
春天也是比冬天暖和。你就必须用一
些细节，比如说，路上的积雪一天比一
天少了，土地一天比一天松软了，干枯
的树枝渐渐地露出了新绿，行人已经脱
下了厚重的棉衣，换上了各种好看的春
装，有的女孩已急不可耐地穿上了漂亮
的裙子……

老师在批改作文中常常发现，同学
们的描写大多缺少感染力，有的内容明
明很好，可是读起来如同嚼蜡一般索然
无味，主要原因是情节展不开，只是一
两句话一笔带过。同学们如果读了很
多书，看了很多电影，经历很多事，见过
很多人，就会发现，能记住的永远是细
节。所以，情节比故事重要，细节比情
节重要。

一个细节出现一次，是细节；出现

两次，还是细节。但是，当一个细节出
现很多次的时候，那么这个“细节”其实
就变成了“情节”。出现很多次的细节，
可以把它“安装”在一个人物的身上，也
可以“加载”在故事的进程上。让细节
变成情节，可以推动叙事的发展，可以
使事件的宽度和人物的深度大大加强，
才能让作文有血有肉。

生动要依赖于细节真实
在作文中，究竟什么地方应粗、什

么地方应细呢？在故事进展中，直接与
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
用的可以粗一点，因为与主题无关的细
节就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生动细节
的作用在于给人以真实感，越细致越容
易使人觉得像真的，从而看了之后印象
深刻。

一个女同学家的邻居有位近百岁、
目不识丁的老奶奶，一天老奶奶得知她
非常喜欢看书，就送给她一本几十年前
的旧皇历。这位同学就把这一情节写
进作文中，可是她把旧皇历这一细节，
换成了一本《鲁迅小说选》。老师看完
认为内容不真实，细问这位同学才知道
实情。这么一个小细节的变换，老师为
何能看出“假”呢？那位老奶奶一个大
字不识，竟然送来鲁迅的书，怎能不令
人生疑。其实老奶奶就认为旧皇历是
一本书，其价值不在其本身，它体现了
一种真挚的美。当细节失了真，作文的
感染力就必然受到影响。

作文的生动要依赖于细节的真实，
如果描写人物，看细节是否真实，就是看

与所写的人物是否切合，只有切合人物
身份、切合人物性格的细节才是真实的。

一个同学在作文中写道：妈妈吃过
早饭，拿着教案，顺手戴上老花眼镜匆
忙地上课去；另一个同学这样描写：雪
越下越大，透过布满冰纹的窗户，我看
见老师正埋头伏案，桌上药瓶边堆着一
大堆作业本，她病容犹在，两道浓厚的
眉毛像一把锁，紧紧地关着，眼睛瞪得
大大的，手在不停地写着。

这两段描写都有不合生活逻辑的细
节，前者的“戴老花眼镜”有违常规，因为
老花眼镜一般是看近处物体时用的，走
路时一般不戴，而是带在身边备用的，老
师只给改了一个字，将“戴”改为“带”，就
符合生活常识了。后者最大的问题是不
符合生活实际，“在下雪的外面透过窗户
看到”这样的场景描写，只有居住平房才
能看见，现在老师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
校，都是在楼房里，而且既然窗户“布满
冰纹”，又下着大雪，窗内老师的神态怎
么可能看得那么清楚？

由此可见，一个细节看似微不足
道，但当读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时，
整篇作文内容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同
学们在写作时，要多向生活请教。

片段练习提升细节描写
同学们可以采用片段练习的方法，

来专项提升细节描写的能力。片段短

小，无需开头结尾，无需考虑选材和中
心，只针对某个细节，有时间就写，没时
间就口述，很容易操作。

比如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一位边
走路边打电话的人，口述他的动作；看到
路旁掉光叶子的树，说几个比喻句；看到
一幢特别的大楼，描述它的外观。

其实，生活中这样的片段训练点太
多了。比如，“妈妈打了个喷嚏”“奶奶乐
开了花”“弟弟受委屈的样子”是专门训
练神态描写的；“爸爸抽烟”“姥爷洗脸”
是专门训练动作描写的；“这座耸立的大
楼”“春天的路边小树”是专门训练景物
描写的；“央求妈妈买玩具”“楼道里的吵
闹声”是专门训练语言描写的；“选班委
之前的纠结”“独自坐公交车”是专门训
练心理描写的……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
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训练。

细节描写有三大分类，第一类为人
物细节描写，包括对人物的外貌、语言、
动作、情态、心理等进行细腻而具体的描
写。第二类是景物细节描写，包括自然
环境、社会环境、动物、静物的细节描
写。第三类是生活细节描写，包括情节、
事件的细节描写，包括场面描写，也就是
事件发生过程中人物活动的画面描写。

总之，细节描写可以使一篇作文
“活”起来，这个“活”就是生动画面，不
仅可以加大故事的信息量，还能让情感
表达更加丰满。

遇事不慌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五年（7）班 张庭语

给民工叔叔送杯热水
和平区西康路小学四年（8）班 马靖博

寒假第二天，爸妈问我春节想去哪
儿旅游？我脱口而出：“济南！”看着他
们吃惊的神情，我大笑起来。是啊，在
多次旅游经历中，最让我和爸妈难以忘
记的一瞬间，莫过于去年暑假去济南游
玩时遭遇地震的那十几秒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8月5日，在
济南游玩的行程满满，回到宾馆已经晚
上10点多了，我洗漱之后很快就进入了
梦乡。

到了半夜，迷迷糊糊中，我突然听
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像是机器在马路上
破碎路面。接着感觉床上下颤动，过了
几秒，又开始左右摇晃起来，我睁开眼
睛，周围漆黑一片。这时，听到妈妈紧
张又颤抖的声音：“好像是地震了！”爸
爸一听，马上从床上跳下去打开灯，看
见屋顶的吊灯在摇晃，慌忙说：“是地震
了，我们要不要跑？”

我感觉自己的心咚咚地跳得厉害，
同时和妈妈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我想
说“我们快跑”，但是突然想起之前学校
进行地震安全疏散演习时，老师讲过的
知识，便大声提醒：“地震时不能乘电梯！”
爸爸也恍然大悟：“对对，电影里说大震跑
不了，小震不用跑，我们先观察一下吧，看
看有没有被困在屋里的危险。”我第一次

经历地震，虽然之前在学校演习过，但真
正面对时，还是紧张得不知所措：“房子
会倒塌吗？我们会被埋在废墟里吗？”

妈妈拿出手机搜索，果然是凌晨2
时33分德州市平原县发生5.5级地震，由
于震中离济南只有100公里，所以震感明
显。当一切归于平静后，宾馆的楼道里
传来嘈杂的人声，我们决定先下楼看看
情况。离开房间时，妈妈下意识地去按
电梯按钮，我和爸爸异口同声地喊：“走
楼梯！”这一嗓子把她叫清醒了……

由于爸妈担心还有余震，我们没有
继续游玩，当天上午便返程回家了。这
次经历让我对“学以致用”有了更深的
认识，回到家里，我在电脑上查找，懂得
了当地震来临时一些自救的方法。

半年过去了，听到“济南”二字，似
乎爸妈还有些后怕，于是我用了一个晚
上，准备了一个“应急包”，然后给他们
看。“你们看，口哨、手电筒、小锤子，打
火机，小水杯……”我一边列举里面的
东西，一边卖弄从学校学来的应急知
识，“出门旅游，无论去哪儿，都要防备
自然灾害。”

爸妈听完笑了，都伸出大拇指，给
了我一个大大的赞！

指导教师：刘倩

腊八这天，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家
小区许多残雪还没来得及化掉，地面已
结了薄薄一层冰。在这样的天气里，由
于小区的暖气管道出了问题，抢修的民
工叔叔们整个下午都在寒风中忙碌着。

晚上，我结束了兴趣班的学习，和
妈妈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路上的行
人很少，不时有几辆小轿车呼啸而过，
带起地上的积雪。我使劲拉了拉外套
的领子，把脖子再包紧一点。真希望有
个地方让我避避风，暖和暖和。

快到家时，拐角处又看到那家小超
市，我赶紧拉着妈妈推门走进去。一股
暖流扑面而来，我不禁轻轻舒了一口
气，感觉身上的寒冷瞬间少了好多。

店里一位中年男子与妈妈热情地
打着招呼，他穿着一件褐色的薄羽绒
服，头发整整齐齐，我认识他，是这家店
的主人。他看到我，和蔼地问：“小帅
哥，你要买点什么呀？”我正好感觉有点
饿了，便问：“桶装的方便面在哪儿？”
“在里面，有好几种呢，看你要哪样
的。”他领着我来到方便面的货架前，
说：“自己挑吧！”然后又回到前面的柜
台去了。

我正挑着方便面，又进来一位叔叔，
穿着一身工作服，衣服裤子上沾满了白色

的石灰，应该是附近干活的民工。他对着
店主微微一笑，说：“老板，您这里有没有
热水啊？”店主打量了一下他，说：“有，等
等，我去拿。”转身进了里面一间屋子。

不一会儿，店主出来了，手里拿着
一个小保温壶，从叔叔手中接过水杯，
倒了满满一杯热水，然后问他：“还需要
什么吗？”叔叔连声道谢：“不需要了，天
太冷，有杯热水就很好了，谢谢！”“不用
谢，有需要您再来。”

店主笑着目送叔叔走出去，转过身
来给我结账。妈妈对他说：“您真好，他
什么都没买，您还对他这么客气。”店主
不好意思地说：“他们在努力生活，并让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劳动者值得尊
重。”店主的话好暖心！

我和妈妈走进小区看到，民工叔叔们
竟然还在抢修暖气管道。顿时，刚才的一
幕在脑海中浮现，我萌生了一个想法。

回到家，我一进门就拿起电水壶烧
了满满一壶水。“儿子，半壶水就够泡面
了。”妈妈对我说。“我不是泡面，是想给
民工叔叔们送点热水。”妈妈笑了，又是
拿茶叶，又是找纸杯。

我左手拿着东西，右手提着水壶，
一溜烟儿跑下了楼……

指导教师：王蕾

把细节变成情节 让作文“活”起来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语文教师 刘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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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是指不起眼的小环节、小事

情，细节描写就是对事件发展和人物性

格、肖像、心理、动作以及环境等所做的

细腻、具体而又生动的描写。儿童文学

作家曹文轩曾说：“不厌细小，积沙成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角

度独特，风景无边。”可见，细节是写作文锦上添花的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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