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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72堂作文课》

内容概要

《大师的72堂作文课》是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先生为《国文百八课》所写的文章，主要讲各类文章的
写作方法，兼及阅读理解和鉴赏。每一篇都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关键处不厌其详，就像大师们
站在课堂上讲课一样。《大师的72堂作文课》不仅是青少年学习作文的经典读物，而且是语文教师的
最佳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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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72堂作文课》

作者简介

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我国第一位童话作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
。苏州人。早年当过教师。主编过《小说月报》《中学生》等。著有小说《倪焕之》（这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等，散文集《小记十篇》等，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
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夏丏尊，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出版家。浙江上虞人。夏丏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编辑
工作。1930年起，创办《中学生》杂志。1935年，与叶圣陶合编初中文科教材《国文百八课》。1937
年，又合编《初中国文教本》(6册)。他和叶圣陶共同写成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文心》，连载于《中
学生》，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被誉为“在国文教学上划了一个时代”。还翻译并出版了意大利作家
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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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72堂作文课》

章节摘录

　　第14讲　材料的判别和取舍　　记叙文的题材是作者认为有新的意味的事物，关于那事物的一切
事项，当然都是文章的材料了。一件事物的事项，可以多至无限。所以，材料不愁没有，问题只在怎
样判别，怎样取舍。　　作者对于某事物自以为发见了某种新的意味了，要写成文章告诉大家，这所
谓新的意味，大概可归纳为三种性质：一是某种新的知识，二是某种新的情味，三是某种新的教训。
一篇文章之中有时可兼有两种以上的性质。总而言之，记叙文所给予读者的，无非是知识、情味、教
训三种东西。如果把记述文和叙述文分开来说，那末记述文所给予读者的普通只有知识、情味两种，
不能给予教训。叙述文却三种都有。　　材料的判别和取舍，完全要看文章本身的意味如何。文章本
身的意味就是决定材料的标准。同是写“月”，天文学书里所取的材料和诗歌里所取的材料不同。天
文学书里的“月”是知识的，它怎样生成，经过什么变化，直径若干，形状怎样，光度怎样，怎样绕
着地球运转，运转的速度若干等等是适当的材料。诗歌里的“月”是情味的，或者说它如“弓”，如
“蛾眉”，或者把它当做人，“把酒问月”，说它在那里“窥人”，或者把它的“圆缺”来作离合悲
欢的譬喻，所取的完全是和天文学书里不同的材料。同是写岳飞，《宋史》和《精忠传》以及《少年
丛书》，材料的性质及轻重也各各不同。《宋史》里写岳飞以历史的知识为主，教训、情味次之；《
精忠传》里写岳飞以情味为主，教训、知识次之；《少年丛书》里写岳飞以教训为主，知识、情味次
之。意味不同，材料的判别取舍也就不一样。知识上重要的材料，在教训或情味上也许并不重要，或
竟是无用的东西；教训或情味上重要的材料，在知识上也许是不正确的或非科学的东西。　　依了文
章的意味，从题材所包含的事项里选取一群适宜的材料，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得把意味再来分析，
同是知识，方面有许多种，同是情味或教训，性质也并不单纯。要辨别得清清楚楚，然后从选好的一
群材料里，精选出适切的材料来运用。材料本身有大有小，但写入文章里去，大的并非就是重要的，
小的并非就是不重要的。仅只荆棘中的“铜驼”，可以表出国家的灭亡；仅只镜中的“白发”，可以
表出衰老的光景。任何微小的事项，只要运用得适合，就会成为很重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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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72堂作文课》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达人”，即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物。“作文达人”就是在写作方面非常杰
出的人，所谓“大师”也。“作文达人”丛书是文章大家们向中学生指出学习写作的门径，有效地提
高中学生作文能力的一套畅销了半个世纪的中学作文经典！它们的作者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等，
不但本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同时还是文章家、语文学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他们创作的
小说、散文，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作品。他们又是经验丰富的教师，从事语文教学多年，
深知学生作文的通病和难点，所写指导写作的文章，多能切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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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72堂作文课》

精彩短评

1、比现在的作文选有用
2、这本书把写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即使是很深奥的，也能讲得浅显易懂！
3、内容比较简单，适合小学生读
4、这套书的确是个好东西。看看民国，对照现在，唉......
5、大师写的条理清晰，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有时间可以好好阅读。
6、大师的72堂作文课（畅销半个世纪的中学作文经典）
7、推荐给学生看，都说很喜欢
8、帮同事买的，他说挺好的~
9、本书详实的讲解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对高年级的学生很有帮助，受益匪浅。
10、这本书只适合初中以下的人读，不适合我，有点失望
11、留给家长看了，小学生的孩子喜欢看实用些的，比如说肖复兴的《我教儿子写作文》
12、刚收到未读，还可以吧。读了再评
13、看了之后觉得作文教学没有通常所说的那么难，关键是教师要有作文教学的专业素养。学习学习
再学习，前辈们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教师向他们学的太少了。
14、各种文体都有涉及，但不够深入，了解一下还行。
15、无论各个方面，本书值得称道。 
16、大师讲的课果然不同凡响，好书！
17、班主任推荐书目，应该不错的
18、案例解读太贵了，物不超所值。
19、适合老师读，更适合孩子去品读，72堂课，堂堂是经典！
20、粗粗一读，个人觉得一般
21、棒朋友带的，据说还挺不错的
22、还是那个意见，语言是三十年一更新的，那时的用语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小孩子阅读。
23、非常好的一套丛书，我买了全部的9本，感觉都不错，对我也是很有启发。
24、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25、指导写作
26、帮小朋友买了太多的作文书，但结果总是用来抄书的，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帮助。

也去过不少的作文学校的，仍然是抄书为主。

经典的东西，虽然有些选文已经不合时代，但内容却是永恒的。

这一套的几本，自然是非同一般的。

大家的东西，自然是好的。
27、表达清晰，一目了然。
28、老师让买的书，初中必读书目，感觉有点难读，好好学习啊
29、书的质量很好  讲的内容通俗易懂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30、这个商品不错，值得拥有，不可错过啊
31、适合中学生家长看的一本书，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书籍，书是好书，但是叙述和文字用法有些陈旧
老套，中学生是很难看的进去的，中学生的家长老师看看，再辅导中学生还是不错的
32、很好看得一本书
33、多学大师经验。
34、图书到货很快，而且书很新！
35、这样一套优秀的作文书，应着力推广。
不单学如何以真情实感写文字，还可以欣赏前辈们动人的文字。
适合高中学生、有意愿提高文字功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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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小学语文老师都能看看。给小学生讲课应有帮助。
36、做真实的自己，用笔写我心！
37、内容很好，书的质量也很好。
38、王大绩写得更加好
39、给自己看，也好教学生。大师的作品要拜读。
40、买给孙女的，希望对她有帮助。
41、经典的东西,还在读.
42、不知道是不是大师的作品？
43、浅显易懂！好书！经常让我反思，书中的讲的某一点，如果我用于教学，可以怎样来进行，学生
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它给我的作文教学给了很大的启发。而作为学生看的话，则需要注意，现在的
语文教学有一些用语和书中的已经有所不同有点变化。
44、希望通过对此书的学习来提高自己
45、勉强可看看，没有多受益
46、有些概念和现在有区别，但可见作文研究的发展
47、读大学时候我的老师就感叹：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虽然不普及 但却是最高水平的，政府没有把小
学生课本当做一件小事，而是集大家所成。拿到这本书就可以窥见一斑，果真如此啊！可惜孩子大了
，要不就从 开明国文讲义 开始了。不过介绍了孩子还小的朋友赶紧买来，学习，以好好教育适龄的
孩子。
48、大师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49、比较好，文字虽有些晦涩，但细读不难懂。 书挺好，只是有点遗憾装订得不够好
50、好书，但孩子不爱看，时代不同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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