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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你也可以写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故事
写作有规律可循——写作思路一点通
六年的亲子作文实践精华分享——我把儿子培养成“小作家”的故事
实操性很强——家长陪孩子玩作文的“六大方案”

编辑推荐

作家妈妈叶子紫，原本潜心于都市女性文学。当儿子罗逸飞上了三年级，写作文遇到困
难时，她决心研究儿童文学阅读和写作，并坚持陪伴孩子阅读儿童文学作品，还以儿子
为原型，创作了反映当代小学生校园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巴特小飞和他的猫小妹》。
图书出版后，她欣喜地发现，儿子已经逐渐爱上了写作，她自己也发现了引导孩子学习
写作的秘密。   
叶子紫老师创建阅读写作坊，率先提出“亲子写作”的概念，倡导亲子共学、共游、共
同阅读与写作，让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学会观察生活，学会把生活写成故事；让亲子
时光更加柔软悠长，父母和孩子一同享受悦读写作的乐趣。
“亲子作文”，倡导的不仅仅是写作思维，更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父母全身
心地投入到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参与并观察每一个细节。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叶子紫“亲子作文”的理念，得到了家长们如潮的好评，家
长们在叶子紫老师的帮助下，陪伴孩子的作文学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作家妈妈不仅告诉家长如何培养孩子发现生活的能力，更给出具体到每个年级段的各种
实际的操作手段和操作方法，手把手地教家长引导孩子，让孩子意识到，写作和生活是
融为一体的，学会了观察生活，学会了感受生活，不知不觉中，你就拥有了表达生活的
能力，也就拥有了写好作文的能力。
家长在培养孩子写作能力的过程中，会渐渐掌握和孩子沟通的技巧；同时，陪伴孩子写
作的过程，会大大促进亲子关系和平等交流。*终家长和孩子都会理解：生活，才是写作
*的素材花园。 

内容简介

“问题儿童”变成“阳光小作家”的故事书，也是一本父母如何在生活中引导孩子的观
察力、感受力、表达力等等作文基本思维的实操手册。
读了这本书，你不会再逼孩子成天坐在书桌前胡编乱造，而是会用更投入的心态，去陪
伴孩子参加各种户外活动，因为你真正懂得了：生活才是*的现场，心灵才是*丰富的宝
藏！
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来孩子都有超强的语言能力和感受力、想象力！他们的杰出写作能



力，会对我们的陈规陋见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者依托“建立孩子写作思维”这一理念，引导家长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感受力、表达
力，帮助家长陪伴孩子讲生活、编故事、玩词汇、学写作，使家长摆脱盲目与盲从，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孩子的具体学习情况，陪着孩子学习写作文的方法。
作家妈妈要告诉家长的是：每一位爸爸、妈妈，都是孩子*好的作文老师！

作者简介

这是一本作家妈妈用亲子作文的方法将叶子紫，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湖北省作协少年
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深媒体人，曾任《知音女孩》副主编。
2015年，创办“叶子紫少儿创意写作工作室”，并自编教材，进行线上线下教学，旨在
让孩子建立“写作思维”，让更多的家长帮助孩子在生活中去发现、去思考、去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创意，得到了家长如潮的好评。
出版的作品有：“巴特小飞”系列（2013年底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小桔灯”奇
幻类儿童文学系列《类人小勇士》之《海底战章鱼》（2014年5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育儿类作品《问题儿童转型记》（北大出版社）、长篇教育类小说《中国式家长》
（作家出版社）。

媒体评论

 三、作者妈妈心得：       
   （1）爸爸妈妈要全身心地地投入到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参与并观察孩子成长的每
一个细节，而不是只做一个身在心不在的“旁观者”。
（2）如果爸爸妈妈是一个故事大王，那么孩子一定会拥有世界上*幸福、*充实的童年，
而且非常神秘的是，孩子也会掌握析强的故事演绎能力，这就为孩子以后写作文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3）很多大作家的写作启蒙并不是在学校里完成的，而是童年时给他讲故事的那个人给
予他的。
（4）爸爸妈妈始终保持学习和上进的状态，一定会感染孩子，使他在遇到任何难题的时
候，一起到父母努力的样子，就充满了力量！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
1．和儿子比赛观察力
每次跟我一起上街，对儿子来说都不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路上都会比赛“观



察力”——看谁发现的新鲜、好玩的事儿更多。生活之美在于发现嘛。
一开始，儿子不会观察，我就把自己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指给他看：你看，那儿有
只狗狗坐在汽车里兜风呢！
你看，那个小妹妹怎么一个人在路上走啊？儿子马上也发现了问题：她怎么没有妈妈陪
？
你看，那儿有个人手里拿着一片荷叶，他肯定刚从东湖出来⋯⋯
开始，儿子的眼睛跟着我的手张望，只有左顾右盼的份儿。但渐渐，他后来者居上了。
他一出门就有许多新的发现：妈妈，今天小区的石榴树开花了；妈妈，你看这块石头是
不是矿石啊？儿子的关注点和我不一样，他经常能找出一些我根本看不到的东西。由此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兴趣点在哪里，就能看到什么。
自从儿子开始留心观察事物之后，我才知道孩子的观察力真是不可小觑啊！他远比我们
成人观察到的细节多得多。
在我家附近有一条小路，这条路我走过无数遍，可我从不知道这条路上有那么多只猫。
  儿子喜欢猫，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猫。有一天，我们俩一起外出，一路上他发
现了很多的猫：餐馆里的猫，被拴着脖子的小猫，还有在街上找食的流浪猫⋯⋯他那表
现就像是“缉猫大队”的大队长。一路上他起码指了十几只猫给我看，而我终于被他搞
得不胜其烦了，说：你有完没完啊！
  “妈妈，那里还有一只呢！”儿子往我的头上指了指，我抬头一看，就在我头顶的大
樟树上，居然还蹲了一只虎纹猫呢。我忍不住笑了。我不得不感叹：如果孩子对一件事
感兴趣、有热情，那他肯定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
要想练好观察力，还需要有一双侦探般的眼睛和记者的嘴巴：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们
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禽类，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正在遛它（带它散步）。这是什
么呀？我好奇地想：是小鸡吗？不对，它比最小的小鸡还要小三分之一，它的整个身体
就像一枚大花生加上一枚蚕豆那么大。
儿子兴奋极了：“真好玩，这是什么呀？哪里来的？”那位家长告诉我们，这是一只小
鹌鹑，昨天晚上他们听
见它在这院子外面大叫，就把它收养了。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1．和儿子比赛观察力
每次跟我一起上街，对儿子来说都不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路上都会比赛“观
察力”——看谁发现的新鲜、好玩的事儿更多。生活之美在于发现嘛。
一开始，儿子不会观察，我就把自己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指给他看：你看，那儿有
只狗狗坐在汽车里兜风呢！
你看，那个小妹妹怎么一个人在路上走啊？儿子马上也发现了问题：她怎么没有妈妈陪
？你看，那儿有个人手里拿着一片荷叶，他肯定刚从东湖出来⋯⋯
开始，儿子的眼睛跟着我的手张望，只有左顾右盼的份儿。但渐渐，他后来者居上了。
他一出门就有许多新的发现：妈妈，今天小区的石榴树开花了；妈妈，你看这块石头是
不是矿石啊？儿子的关注点和我不一样，他经常能找出一些我根本看不到的东西。由此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兴趣点在哪里，就能看到什么。
自从儿子开始留心观察事物之后，我才知道孩子的观察力真是不可小觑啊！他远比我们
成人观察到的细节多得多。
在我家附近有一条小路，这条路我走过无数遍，可我从不知道这条路上有那么多只猫。
    儿子喜欢猫，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猫。有一天，我们俩一起外出，一路上
他发现了很多的猫：餐馆里的猫，被拴着脖子的小猫，还有在街上找食的流浪猫⋯⋯他



那表现就像是“缉猫大队”的大队长。一路上他起码指了十几只猫给我看，而我终于被
他搞得不胜其烦了，说：你有完没完啊！    “妈妈，那里还有一只呢！”儿子往我
的头上指了指，我抬头一看，就在我头顶的大樟树上，居然还蹲了一只虎纹猫呢。我忍
不住笑了。我不得不感叹：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感兴趣、有热情，那他肯定是不会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的。
要想练好观察力，还需要有一双侦探般的眼睛和记者的嘴巴：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们
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禽类，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正在遛它（带它散步）。这是什
么呀？我好奇地想：是小鸡吗？不对，它比最小的小鸡还要小三分之一，它的整个身体
就像一枚大花生加上一枚蚕豆那么大。
儿子兴奋极了：“真好玩，这是什么呀？哪里来的？”那位家长告诉我们，这是一只小
鹌鹑，昨天晚上他们听见它在这院子外面大叫，就把它收养了。
可是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鹌鹑呢？我们疑惑着继续往前走。突然我们发
现了，不远处是一个小学校，有一群小孩子围着一个挑担的，那个人正在卖鹌鹑呢，每
笼10 元。
于是我们的案情又有了新的进展——肯定是哪个小朋友买了鹌鹑回家后，家里不让养，
又把它给扔在马路上了⋯⋯
所以，儿子很喜欢跟我上街，有时我们什么都不买，就这样出去逛一逛，他都会觉得
很有趣⋯⋯2．你真的会观察吗？
几乎所有的作文老师在课堂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注意多观察！仔细观察才能
写好作文。
著名诗人里尔克在介绍他的创作诀窍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观察吧，除了观察还是观
察！”那么，什么才是观察？你会观察吗？什么样的观察才是有效观察？    去年八
月，我和《楚天金报》的小记者们一起坐游船赏东湖，在船上给孩子们讲授些写作的技
巧。这时，船行过一片荷花，有一只白色的鸟飞进了荷花丛中。有个孩子叫了起来：看
哪，那里有一只鸽子！请问，这个孩子的观察是对的吗？
略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鸽子不是水鸟，它不会在水面上飞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观察的一个基本问题：只有平时积累了大量的生活常识和经验，
你才能更多地收集和发现更多的、准确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创作者都在不断地
强调“源于生活”的道理。3．观察的种类    一位木材商、一位植物学家、一位画
家一起旅行。他们来到了一座山上，同时发现了一棵古松。
木材商说：“这是一段价值10 万的木料。”
植物学家说：“这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植物。”
画家说：“太美了，你看这松树苍翠的颜色、盘屈如龙蛇的纹路以及昂然高举、不屈不
挠的气概！”
这里，画家与木材商、植物学家看到的是同一棵古松，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此不同，
原因何在呢？
木材商是实用观察，因此他的观察是现实、功利的。他只在意这段木材值多少钱。
植物学家是科学观察，通过理性的分析、比较、概括和判断，来识别事物的形态、种类
和属性。
画家则是审美观察。画家观察松树的目的是审美，是为了欣赏事物的美。他的观察是超
越物质的实用价值的，是集中在情感价值上的。
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明白的是，写作文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给老师交差，不是



为了作文比赛得奖，而是为了审美，为了创作。写作是件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活动，所以
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调动所有的情感，才能将艺术创作达到一种极致的状态。    
培养观察力，在我国传统的美术教学中有个形象的说法，叫“练眼”。所谓“练眼”，
是一种以视觉观察和视觉记忆为主的训练。画家观察要靠眼睛，文学家亦然。
所以，写作文不仅要练笔，还需要练眼！4．观察的目的——我们究竟要观察“什么”？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经常出现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莫泊桑向福楼拜学写小说，福楼拜让
他去街上观察过往的马车。福楼拜告诉年轻的莫泊桑说：“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对你
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地去观察它，以便发现别人没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
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福楼拜说的，是“别人没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
点”。
为什么我们写的作文都是千篇一律的呢？就是因为大多数孩子的写作都没注意到福楼拜
说的这一点。
大凡写女孩子，都是一双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樱桃般的小嘴，还有一张红扑扑的
脸蛋。
大凡写男孩子，都是一双不太大但却机灵的眼睛，关不上水笼头般的嘴巴，永远淘气的
鬼脸。
大凡写妈妈，都是妈妈在深夜里背着我们去医院，一直守到天亮，看到我们醒了，欣慰
地笑了。
大凡写上学第一天，都是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小鸟在枝头欢快地歌唱，我背着书包
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是的，也许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大眼睛，大多数的男孩子都很调皮，大多数的妈妈都会
在深夜背我们去医院，可是这些是大家都写过的，而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不同”，
因此，我们要写的是“个性”而不是“共性”。    例如，吃饭时总是问你饭好不好
吃的贴心的妈妈；出门前总是最后一个出现的爱打扮的妈妈；总是找不到自己的眼镜和
钱包的丢三落四的妈妈⋯⋯这些才是个性，才是一个人异于另一个人的地方，才是可爱
的，活灵活现的，容易被人记住的。所以以后我们落笔之前，一定要观察到主人公异于
常人的“个性”，才算是有了观察的收获。
大家来理解这样一句话，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灵魂不同。我们来看一
个问题，狼能够区分小绵羊和小山羊吗？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狼的眼睛是不大可能会区别小山羊和小绵羊的，在它眼里，二者
都是同样的猎物，因为它们同样易捕获，同样好吃。
那我们人类呢？人们区别山羊和绵羊，往往通过它们的外形：山羊角呈弓形或镰刀形，
向上向后成倒“八”字形，角基距离窄，角的断面呈扁三角形；绵羊角多呈螺旋形向两
侧伸展，角基较宽广，角的断面呈三角形和方形。
但有一只小猪，我们永远不会把它和另外一只小猪弄混淆。《夏洛的网》里面那只早产
的小猪威尔伯，那只被夏洛用网织成了“了不起”“光彩照人”这些字样的小猪⋯⋯同
样，《丑小鸭》里那只变成白天鹅的“小鸭”，《帅狗杜明尼克》里那只喜欢冒险的狗
，《猫女咪妮》里那只由女子变成的猫⋯⋯
文学家就是要让主角和所有其他的同类区别开来。作家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超越各种
事物外在似乎相同的信息，洞察他们灵魂深处的不同。
小朋友们可能会说，小动物是容易区别开来的，毕竟他们不是人类，那人可就难区别了
，因为学生只分为男生和女生。



那我们就再来看看这些书中的几个小男孩，我们会把他们弄混淆么？《彼得潘》——永
远不愿长大的快乐男孩，《小王子》——来自“B612”号星球的多愁善感的小男孩，《
淘气包埃米尔》——淘气却充满正义感的埃米尔，《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因干了坏
事被变成小人的尼尔斯⋯⋯
虽然他们都是男孩子，但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完全不同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
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让读者绝不会把他们和其他任何一个男孩子弄混淆。
所以真正成功的作品，就是要抓住一个人物的典型特征，把他写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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