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记叙文的要点】 

        第一，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

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

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 

        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

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

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会松散。 



       第三，人称要一致。无论用第一人称“我”记述，还

是用第三人称“他”记述，都要通篇一贯，一般不宜随意

转换，否则就容易造成混乱。 

       第四，记叙文以记叙为主，但往往也间有描写、抒情

和议论，不可能有截然的划分。它是一种形式灵活、写法

尽可能多样的文体。 



【记叙文的分类】 

        侧重写人的记叙文，以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
理描写为主，如《背影》。 

        侧重记事的记叙文，以叙述事情的发生、发展、经过
和结果为重点，如《一面》。 

         侧重绘景的记叙文，以描绘景物、寄托情怀为主，如
《春》。 

        侧重状物的记叙文，以状物为主，借象征抒怀，如
《白杨礼赞》。 



记叙文的细节刻画 

        很多人在写记叙文时，习惯将事情全部概述出来，使

文章如古水枯木，平淡没有吸引力。一般来说，事件中总

会有人物或动物或静物。人，在事情的发展中，总会有其

音容笑貌、动作行为以及情绪的流转变化；动物，则有其

形态外形、动作神态；静物，亦有其形态特点。我们行文

时，将这些描绘出来，那么，文章就会生动而丰富。 



        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刚进贾府，与王熙凤初见

的场景，若是概述，则是这样： 

        王熙凤细细打量了黛玉，赞美了她的美貌和气派，

并为她的命苦而流泪。贾母叫王熙凤不要这样，王熙凤

便说自己该打，不该忘了老祖宗，并又问了林黛玉很多

问题，吩咐婆子们做事。 



而原文则是这样描写刻画的：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

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

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

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

便用帕试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

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

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

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意忘记了老祖宗。该打，

该打！” 



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

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

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

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

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我们一般从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角度去

进行描写刻画。 

        但每个角度的刻画必须符合人物个性的设定，即要注

意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当时所处的事件。 

        同时，只需在关键的与主题和目的相关的地方进行刻

画， 有时候也有必要和概述结合在一起，让文章详略得

当。 

      《嚼一片苹果皮》是一篇精美的记叙文，其刻画描写

非常生动细致，值得我们学习。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在外地工作的姑父回来看

望太婆，带来的礼物中，有七八个又圆又大、又红又香的
苹果。 

        我和哥哥第一次见到苹果，眼巴巴地看着那鲜红的颜

色，闻着那诱人的香气，咽着口水。吃罢早饭，姑父走了。
太婆把我和哥哥喊到跟前，拿起两个大苹果，塞到我和哥
哥手里。她乐呵呵地对我们说：“我早就看到你们俩馋猴
儿似的盯着苹果，快到一边吃去吧，别让你们妈妈看见
了。” 

        我们拿着苹果，来到院子外的一堵矮墙边。哥哥看着

苹果，眼睛乐成了两个弯弯的小月牙。我呢，不时地把苹
果凑近鼻子，一边闻，一边连声说：“好香，好香。” 



       哥哥说：“咱们吃吧。”我说：“咱们吃吧。” 

       不知说了多少遍“咱们吃吧”，可谁也没舍得在苹果上

咬一口。 

        哥哥说：“咱们别吃，等晚上爸爸回来，你的和妈妈

分着吃，我的和爸爸分着吃。”我咽了咽口水，连声说：

“好好好。”我和哥哥正高兴地商量着，不知什么时候，

妈妈已经站在我们身后。 

         妈妈笑盈盈地看着我们，问道：“这苹果是你们姑父

给谁带来的呀？” 

        我们回答：“是给太婆带来的。” 



        妈妈说：“是啊，这苹果是给你们太婆带来的。太

婆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又有病，咱家有了什么好吃的，

应该给她留着，让她多吃几次。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和哥哥没有回答，忙把苹果放到妈妈手里。妈妈看了

看手里的苹果，又看了看我和哥哥，脸上忽然没了笑容。

好一阵之后，她才摸了摸我们的头，转身走进屋里。 



        过了一会儿，我和哥哥走进屋，看到妈妈站在太婆床

前，正准备削苹果。太婆看到我们，擦擦眼泪对妈妈说：

“俩孩子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苹果，你就让他俩一人吃一个

吧。” 

        妈妈笑着说：“奶奶，他们以后吃苹果的日子多着哩，

您就别老想着他们了。” 



        太婆又擦了擦眼泪，说：“孩子，难得你的这一片

孝心，可你不让他俩尝尝，我吃着也没滋味呀。” 

        妈妈给我们使了个眼色，我和哥哥忙拎着书包走出

屋外。 

        那天吃罢晚饭，妈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她面前，端起

放在案板上的一只碗，说：“伸手。”  我们把手伸了过

去。妈妈在我和哥哥的手里放了几片苹果皮，笑盈盈地

说：“吃吧，孩子。” 



        我捏起一片苹果皮放到嘴里，慢慢嚼着，立刻，满

嘴都是苹果的香、苹果的甜。 

        正在细细品味的时候，哥哥叫了起来：“妈妈，苹

果皮是苦的。” 

         “苹果皮苦？”妈妈有些惊奇地看着哥哥。 



        哥哥把苹果皮递到妈妈面前，妈妈忙捏起一片放到

嘴里嚼了嚼，忽然笑了起来，轻轻拍拍哥哥的脑门儿，

说：“你这小鬼头哟。”我也连忙捏起一片苹果皮放到

妈妈嘴里。 

        妈妈把我和哥哥搂在怀里，一边嚼，一边高兴地说：

“真甜真香啊。” 

         如今，吃苹果已是极平常的事，但在我的感觉里，

第一次吃的那几片苹果皮，滋味是最难忘的。  



       1、请以“初见”为题，写篇800字左右的记叙文，

要求有详细的刻画描写。 

       2、请以“倾听”为题，写一篇内容具体的记叙文，

立意自定，不少于800字。 

       3、请以“这件事真新鲜”为题，写篇800字左右的

记叙文。 

       4、请以“朋友”为题，写篇800字左右的记叙文。 

       5、请以“午餐”为题，写篇800字左右的记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