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  学会记事

七年级语文上册



    1.结合本单元课文，认识把事情说清楚的记事

原则。（重点）    

    2.体会并尝试在叙事中抓住细节，表达感情。

（难点）

    3.养成写日记或者周记、记录生活中的人和事

的习惯。（素养）

学习目标



     我国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叙述

文的材料是客观的事物，写作的目的在于传述。

”在记叙文写作中，叙述好一件简单的事，这是

一项基本功。记事能力是最基本的写作能力。

整体感知



   《散步》 
  

         莫怀戚

       我们在田野上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初春

事件地点 人物

散步的时间: 

散步的原因: 母亲身体不好，应该多走走。

精读细研



散步的经过: 发生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儿子要走小路。

第6段 详写

  散步的结果 : 互敬互让，我背母亲走小路。 

主题思想

       表现了一家人之间的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的深厚感情，

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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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指导
一、明确记叙六要素。

    要交代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情的起因、经过和

结果，即“记叙的六要素”。 详写略写

略写

    能够表现文章主旨的材料要浓墨重彩地写，而与文章主

旨关系不大的材料就要略写或不写，这样才显得中心突出。

精读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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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心选材。

    选取身边发生的事件，再加以精心挑选。如校园新

事、社会新风尚、家庭新故事，都是“滚滚材源”。无

论写什么事件，一定是你所熟悉的，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的，只有这样，才能写得生动、具体，才能表达出真情

实感，打动别人。

精读细研



    叙事更高的要求是在记事过程中传达情感，以情动人，

引人思考。如何才能写得有感情呢？关键是要写自己亲身经

历的，感同身受的事情。说真话，抒真情。说真话就是说实

在话，合乎现实的话，合乎情理事理的话。抒真情就是选取

鲜活、真实的事情，大胆吐露真情，力求事真、情真、理真，

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怎样做到说真话，抒真情？请看下面的两个片段。

精读细研



精读细研

（一）

    那是去年岁末的一个清晨，我刚刚起床，突然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一看，是母亲。只见她一手扶着门楣，一手提着一

个红色暖瓶站在门口，原来母亲给我送骨头汤来了。母亲将

骨头汤分成三个小碗，端到餐桌上。我轻轻喝了一口还冒着

热气的骨头汤，心里很感动。再看丈夫，显然也被母亲的举

止感动了，一改往日的幽默，只一言不发地埋头喝汤。只有

少不懂事的儿子直嚷着汤好喝，还缠着让姥姥也喝一口。



（二）

　　那是去年岁末的一个清晨，气温特别低。我刚刚起床，

突然门铃响了，我非常吃惊，要知道那时还不到六点，会

是谁呢？疑惑中打开门，我愣住了，是母亲！只见她一手

扶着门楣，一手提着一个红色暖瓶，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头发凌乱，脸上有被风刺过的痕迹。 

　　见我开了门，母亲边走进来边说：“幸好赶上了，我

还怕你们都走了呢。我煨了些骨头汤，快趁热喝了暖暖身

子，好去上课。”说话间母亲已将骨头汤分成三碗，端到

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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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才想起前些天和母亲通电话，随口说起想喝骨头汤

的事，没想到母亲竟记住了。我轻轻喝了一口还冒着热气的

骨头汤，心里一阵感动。真不知我那日渐衰老的母亲为了这

飘香的骨头汤动了番怎样的心思。她一定昨晚就计划好了今

早的行程，要早早起来热好汤，要赶上近十里的路程准时送

到。隆冬的清晨，凛冽的寒风，年近六旬的老人，那是怎样

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更何况她还要拖着患有类风湿性关节

炎的双腿匆匆爬上六楼……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泪水早已模

糊了我的双眼，我忙掩饰着大口喝汤。再看丈夫,显然也

精读细研



被母亲的举止感动了，一改往日的幽默，只一言不发地埋头

喝汤。只有少不懂事的儿子直嚷着汤好喝，还缠着让外婆也

喝一口。当母亲执意把我们推出门去，自己在屋内收拾残局

的时候，我知道母亲又一次用她的方式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

棵亲情树，从那一刻起我的整个生命都是春暖花开。 

    两篇短文写的是同一件事，都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合乎现实的真实的事，

但第二篇更能打动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篇显得更情真意切。它是如何做

到的？对比阅读，我们不难领悟到一些说真话、抒真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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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生活太平淡了，没有什么好写的，事实

刚好相反，这平淡的生活里有很多动人的小事是最

能打动人心的，我们选取其中一些镜头写下来就可

以了，这样就达到了说真话的基本要求了。

1. 写真实的事，写熟悉的内容（从生活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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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文章之所以更动人，是因为文中写得更具体，抓

住“动情点”——母爱的感人细节，展开详细的描写，写出

了自己的真切感受，做到了说真话，抒真情。例如：开头母

亲的肖像描写、动作描写；母亲在冬日清晨赶了近十里的路

程给“我们”送骨头汤；母亲拖着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双

腿气喘吁吁地爬上六楼；“我”无意中的一句话母亲竟然记

住了……正是这些细致的生活细节描写使文章显得更加真实，

情意浓浓，才能够打动读者。

2. 抓住打动人心的细节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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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想抒真情，必须捕捉动情点。从熟悉的人和事中

搜寻那些曾经让你鼻子一酸、心灵一震甚至让你的灵魂受到

洗礼的真人真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声叹息、一串眼

泪、一个背影……都可以写到作文中。只有大胆地说真话，

抒真情，只有先打动自己，方能打动别人。

　　学会记事就是从自己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写起，抒

发真情实感，记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可详可略。

坚持练习，时间长了就会熟能生巧，掌握记事的方法。

精读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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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化主题。

    记一件事的目的不仅仅是向读者讲述一个故事，更多

的是想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或所受到的启发等。只有

主题深刻，才会给读者以思考、回味和启迪，才会让你的

文章更耐读。

精读细研



    1.下面这段文字记事过于简单，试着“添枝加叶”，把它

写得充实、生动一些。    

    那天放学回家，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手受了伤，校服也磕

破了。回到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很心疼，嘱咐我

以后走路要小心。

原题重现

合作探究



提示：

        1．所谓“添枝加叶”，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添

加细节，二是融入情感。

        2．添加细节，比如：摔跤的缘故、摔跤时的情形、长

辈看到后心疼的目光……

        3．融入情感，就要恰当地使用一些描写心情、感受的

修饰语或句子。可以融入个人情感，也可以在结尾处抒

发情感，以此点题。

合作探究



    那天下午放学，我家隔壁的阿姨来接孩子，对我说奶奶病了，

叫我快点回家。当时我眼眶就红了，因为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

生病，妈妈经常出差办事，都是奶奶在照顾我。

    我心急如焚，哭着跑回家，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石头，重重地

摔了一跤。手擦破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校服也磕破了，露出

膝盖红彤彤的肉。可是我不觉得痛，一路上跌跌撞撞地跑回家。

扑到奶奶床前，奶奶看到我脏兮兮的模样，搂着我哽咽着说：“

我的心肝宝贝，你怎么伤成这样，心疼死我了！”原来

奶奶只不过是感冒了，吃了药已经好多了。

例文
合作探究



    妈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拿出家庭医药箱，给我处理着伤口，

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球迷爸爸顾不得看NBA，给妈妈当下

手，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你这小子怎么这样不小心，以后

可要注意点哟。” 

    看着大家为我忙碌，心疼不已的情形，我的心热乎乎的，

同时又有些惭愧，只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让家人如此担心实

在不应该。于是，我忍着痛，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说： “

只要奶奶好好的，我没事，不过，我向大家保证，今后走路一

定会小心的。”

合作探究



  2.以《那一次，我真________》为题，先将题目补充完整，

然后写一篇以记事为主的作文，不少于500字。  

提示：

   1.这是半命题作文，可以补充一个表示情感或心理活动的词语，

如“快乐”“开心”“感动”“后悔” 等。注意题目中

“真”，表明这件事带给你的情感冲击是很强烈的，让你印象

深刻。

 2.要注意有重点地展开叙述，突出事件中触动你情感的部分。

 3.注意开头、结尾与文章的标题相呼应，扣住题目。叙述中要

适当用一些表达情感的语句。     

合作探究



那一次，我
真       .  

（半命题）

审
题

写
法

重点写清事情经过
及对自己的影响

选材

社会：参加一次社会实
践，进行一次旅行……

自然：看一次日出，嗅
一次花香……

心理描写要充分、生动

那一次：写一件事

真：影响很大，印象深刻

交代清楚六要素

学校：一次考试失败，
一次登台演出

家庭：一次生病受到妈
妈照顾，一次犯错被爸
爸训斥……

补题：表示情感或心理
活动的词语

思维导图

合作探究



例文 那一次，我真后悔
    听到爷爷去世的噩耗,我哭了整整一
夜。①
    全家人都以为我是太舍不得爷爷，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后悔，是痛恨我自
己！②与爷爷相聚的机会一次又一次被
我轻易放弃了，而我却浑然不觉！
    爷爷病情恶化，住进重症监护室。
起初，我两三天去看一次爷爷。爷爷每
次看见我，虽然不能说话，但脸上一直
挂着笑容。③ 之后，正好赶上期中考
试，我连着一周没去看爷爷。

      

    ①开篇设置情境：
以“哭了整整一夜”写
出“我”的悲痛之情，
为全文奠定感情基调。

    ②点题：揭示“我”
哭了整整一夜的原因。

     ③细节描写：写出爷
爷见到“我”的欣慰之情，
也暗示爷爷病情严重。

合作探究



    爸爸时时提醒我：“去看看爷爷吧，

爷爷想你了。”而我每次都说:“今天事

情太多，明天吧。”这一句“明天吧”

我不知说了多少回。于是看爷爷的时间

从星期日拖到星期一，又从星期一拖到

星期二，后来才知道，我正在一点点失

去和爷爷见面的机会。④也许是老天爷

看到我这样太生气了，终于不再给我机

会，星期四就把爷爷带走了。

     ④前后照应：上文
“一次又一次被我轻易
放弃”，同时为下文写
“我”后悔的心理埋下
伏笔。

合作探究



 从我刚上小学时起，爷爷就每天都接我回
家，我都上到小学四年级了，他还是照旧。其
实从学校到家里只需十分钟，而且不用过马路，
我完全可以和同学一起结伴回家。可爷爷偏说
现在汽车、自行车不长眼，非要“护送”我回
家他才放心。如今，我本来可以“护送”爷爷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可爷爷却先走了。⑤

 现在想想，如果我常去看爷爷，让爷爷开
心快乐，也许爷爷就不会走得这么早。“子欲
养而亲不待”，这浅显的道理我今天才真正理
解，我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醒悟。

     ⑤前后对
比：爷爷坚持“
护送” “我”
上学，“我”却
没能“护送”爷
爷走完生命的最
后一程，前后对
比,更突出“我
”的后悔之情。

合作探究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以后，

我会把这个教训讲给我身边的朋友听。

我要告诉他们：要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

机会，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后悔……⑥

    ⑥结尾点题：结尾
抒情，表达“我”的悔
恨之情，点明主旨。

    

    1.叙事清楚。文章所写的事情不是集中在一天发生的，因

此，作者以爷爷去世当晚自己懊悔的心情为主线，采用倒叙和

插叙的方法，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连缀起来，叙事清楚。

 【点评】

合作探究



     2.感情真挚。作者讲述了由于自己一拖再拖，失去和爷

爷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的经历。文中还插叙了爷爷生前对自己

的呵护，爷爷的细心与自己的粗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深

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思念和痛悔之情。

合作探究



    3.我们每个人都在家庭的怀抱中生活、成长。家人的关

怀照顾、理解支持，都给我们无尽的勇气与力量。在你的生

活中，曾有过什么事情，让你深切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

情的可贵？ 以《我们是一家人》为题，自定立意，写一篇作

文。不少于500字。  

提示：

1.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可贵，是立意的核心。

    2.把要写的事情梳理一遍，看重点写什么，怎样写

思路比较清楚。

3.要恰如其分地表达你的感情 。

合作探究



我们是一家人      

   “刷牙洗脸!喝牛奶!快去吃早餐!”唉,我

的妈妈又开始唠叨了,这样的唠叨已经12年了

,听得我都有离家出走的冲动了。

    我皱着眉,非常不情愿地穿好衣服,极不

耐烦地叠着被子,慢吞吞地坐到餐桌上。妈妈

在厨房又重复喊道:“刷牙洗脸,准备上学

!”“今天星期六,不用上学!”我抗议。妈妈

总把我当做什么都需要提醒的幼儿园小娃娃,

这些事情已经重复了那么多年,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交
代自己对妈妈
唠叨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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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什么时候做,何况我自己戴着表,自己可以管

理时间的呀!可是妈妈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

……“早餐怎么吃得这么慢?可以边吃饭边听英语,

一心二用这个可以有!……洗完牛奶杯,赶紧做作业

!”不等妈妈唠叨完,我郁闷地抓起书包冲进卧室写

作业。

    中午吃过午饭,我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妈妈

又对我吼起来:“还看!还看! 离电视那么近!”我

往后挪了挪位置,妈妈又补充念叨:“下次再让我看

见你离电视机那么近,玩电脑的时间就——取——

消——”

    传神地神
态、动作描写,

生动地再现了
“我”极度反
感的心理。

   富有个性化
的语言描写,再
次突出了妈妈
的“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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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晚上吃饭,我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味的红烧

鱼,妈妈又絮絮叨叨起来:“小心鱼刺卡着,吃饭要

细嚼慢咽,有利消化!”我只好放慢吃饭的速度,细

细地剔着鱼刺,细嚼的饭菜格外香甜。晚上快睡觉

的时候,妈妈的例行“功课”又开始了:“晚上记得

盖好被子,别着凉了,降温了,明天要把毛衣穿上

……”妈妈的话我都快能背下来了,赶紧用被子盖

住头。

    上了初中,我住校了,终于不用听妈妈每天像唐

僧一样唠唠叨叨重复着事无巨细的提醒。可是,如

    细品此处
的语言描写, 

感受到妈妈对
“我”深深的
爱。

合作探究

    离开妈妈的
唠叨,“我”渴
望已久。
    



果没有妈妈的唠叨,我可能忘了每天早上和晚上

要喝牛奶;如果没有妈妈的唠叨,我可能不会坚持

刷牙,就会像隔壁的晓东一样满口虫牙,疼得龇牙

咧嘴;如果没有妈妈的唠叨,我可能又忘了降温后

添加衣服,会在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如果没有妈

妈的唠叨,我就会失去一种平实温暖的幸福……

   在妈妈的唠叨声中,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幸

福着!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离开妈妈
的唠叨,“我”
渴望已久。
    排比的语
句表达了“我
”对妈妈唠叨
的思念。

    点明主题,

深化中心。

合作探究



     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深。愿同学们善于发现，学会观察，

多阅读、多积累、多写作，在作文的园地里勤

于耕耘，播洒真情的种子，收获累累硕果。

寄语：

课堂小结



写作 学会记事

第1课时 第2课时



第1课时激趣导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谈到写作时说“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

式，讲自己的故事”，善于“讲故事”，也就

是擅长“记事”，写作文就不在话下。



笔下有“路”——思路清晰

u 笔下有“料”——写作素材

    围绕“家庭、学校、社会”中的某一个具体的

地点，说说自己熟悉的、印象深刻的、有感触的、

受感动的一些事情。

    

用“在______（时间、地点）发生了一件令我____

__的事情，事情的经过是__________________”的

句式表达。



运用如下方法选定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素材。

广泛搜集素材→分类列清单→筛选定材料



u笔下有“序”——写作有顺序

    根据下列表格中关于课文《散步》的

内容，说说作者是怎样把“散步”一事讲

清楚的。



时间 初春

地点 田野

人物 “我”、母亲、妻子、儿子

起因 母亲身体不好，“我”劝母亲多走走，于是一家人在田野上散步

经过

出现矛盾
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儿子要走小路，
小路有意思

解决矛盾

“我”陷入两难。
“我”决定委屈儿子，走大路。
母亲心疼孙儿，决定走小路，并让“我”在走不
过去的地方背起她

结局 “我”背起了母亲，妻子背起了儿子，一家人稳稳地走在小路上



    作者将“散步”时发生分歧的原因、

解决分歧的经过和分歧事件的结果写清

楚，从而表现一家人浓浓的亲情和对生

命的感慨。



    从《散步》这篇课文中，我们发现要把

一件事情写清楚，首先要讲清什么？

    交代事件的六要素，重点将事情的起因、

经过、结果清晰地叙述出来，做到有详有略。



    看一看这段记叙“摔跤”的文字，说说

有什么问题。

    那天放学回家，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手

受伤了，校服也磕破了。回到家里，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都很心疼，嘱咐我以后走

路要小心。



    “摔跤”的六要素不清楚；事情经过

不详细；没有细致的描写，过于简单；不

感人……



    小结：围绕事件“摔跤”，我们首先

要讲清事件的六要素，重点讲述起因、经

过和结果。



    模仿《散步》的表格把日记“摔跤”的六要素

列出来。

时间

人物

起因

经过

结果

放学后

“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我”摔了一跤，手受伤，校服也磕破了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心疼

他们嘱咐“我”以后走路要小心



u笔下有“曲”——写作有波折

    如果把《散步》改成下面这段文字，

与原文相比，哪一篇叙事更清楚有趣？

    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

的妻子和儿子。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

走在后面。



    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

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

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们的儿子。我的母亲虽

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

胖，毕竟幼小，自然也很轻。但我和妻子都是

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

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文似看山不喜平。文段只写散步过程

的其乐融融，读来单调平淡。相反，原文

把解决分歧的过程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

弦，更能突出中年人的责任意识与家人之

间的和谐之乐。



对照表格内容，看看课文《散步》写了哪几次波折。

时间 初春

地点 田野

人物 “我”、母亲、妻子、儿子

起因 母亲身体不好，“我”劝母亲多走走，于是一家人在田野上散步

经过

出现矛盾
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儿子要走小路，
小路有意思

解决矛盾

“我”陷入两难。
“我”决定委屈儿子，走大路。
母亲心疼孙儿，决定走小路，并让“我”在走不
过去的地方背起她

结局 “我”背起了母亲，妻子背起了儿子，一家人稳稳地走在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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