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们为了在演讲时有良好的表现，在课下认真地准备：他们或

从图书室查阅资料，或上网搜寻素材，或自己亲手写东西，或

与同学沟通交流……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收集信息， 为课前演

讲提供丰富的素材，促进学生养成多看书、勤思考的好习惯，
增强了阅读整理能力，加大了阅读量，丰富了知识。 同学们在

讲台上尽情展现自我，或自我介绍，或谈论时事、热门话题，或

分享奇闻轶事、生活小常识，或讲成语说典故，或与大家共享

美文佳作。 原本被大家忽视的课前 10 分钟时间，以这种形式

有效地利用了起来。通过每天上下午课前十分钟演讲，同学们

不仅锻炼了胆量，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应变

能力，还增强了自信，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知识面。
三、营造校园阅读氛围，让学生在书香里成长

1．提供图书，创造阅读条件。 倡导经典诵读，建设书香校

园。 我校价值上万元的经典图书，为全校同学提供了充足的精

神食粮。此外，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加强了对各类图

书的管理。 完善了图书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了图书室的作用。
2．美化环境，营造阅读氛围。 我们在搞好校园绿化美化的

同时，注意创设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我们在校门附近竖立警

示牌，在校园空地竖立关于读书的格言牌，教学楼悬挂关于读

书的宣传语，各班教室的外墙上张贴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例

如，“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在读书中

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在读书中快乐成长”，“用读书

改变我们的生活”，“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孩子们每天目睹这

些优美的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他们一定会受到感染。当孩子

们置身于这浓厚的书香氛围里，他们的阅读激情一定会迸发。
3.开发校本课程。 为了让学生从小诵读千古美文，接受传

统文学熏陶，丰富文化素质，陶 冶 情 操，开 拓 视 野，营 造 好 读

书、读好书的氛围，可以开展诵读经典比赛系列活动，参赛选

手准备充分，各显其能，演绎的经典如诗如歌，气氛十分热烈。
4.书香班级的评选。 为了推进读书，可以书香班级评选细

则，书香班级的牌子是流动的，每个年级只有一个，大家通过

争这个书香班级来推动读书。 活动的开展， 鼓舞了学生的热

情，促进了学风校风的形成，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总之我们不要求每个学生在大量阅读课外书后都成为大

作家、大文豪，只是通过广泛深入、扎实有效的开展课外阅读

活动，确实让学生以外促内提高其语文素养，培养他们养成终

生阅读的好习惯，使他们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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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年级是学生的作文起步阶段，我们要明确中段

学生的作文目标要求，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避免畏难情绪，

加强过程指导，培养修改习惯，加强读者意识，增强练写密度，

让写作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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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让学生抓住文章中的标点符号、动词运用、修

辞手法等方面的特殊语句，以课本为依托，进行积累。比如《去

年的树》中引号的用法，《搭船的鸟》中翠鸟捕鱼的一系列动词

的运用，《花的学校》中拟人的运用，抓住这些课文中的一点，
就能很好地进行训练。同时我还为学生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
每天选两个学生背诵自己积累的词句。 教师对学生的语言要

敏感，要注意，有意强化。 在赏析学生的作文和平时的课堂教

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对文章中词语运用进行强化。除了课内

的积累，还要结合单元特点，进行一类书的阅读，进行课外积

累，从词语到有新鲜感的句子。 在积累的过程中，要教会学生

分类积累，比如，描写春天的词句，描写夏天的词句等。
课标当中提到中年级习作，要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印

象最深的内容写清楚。 但是很多时候学生会对熟悉的生活熟视

无睹，怎样改变这样的状况？那么就需要我们把大自然带进课堂，
又把课堂搬到大自然，把学生生活经验，生活经历，和语言表达都

结合在一起，唤起生活记忆。观摩的一些成功案例，也坚定了我走

“把生活搬进课堂，唤醒学生生活体验”的作文之路。
一、把生活搬进课堂

如第五单元习作单元， 语文要素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

观察周围事物的。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回家观察小动物，第一

天让学生观察小动物的样子， 给自家动物拍照， 读自己的作

文， 让学生猜想哪个是小作者家的动物。 第二天把小动物吃

食，睡觉，玩耍等觉得最新奇有趣的进行录像，在课堂上供大

家观察，共同欣赏和修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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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作文从中年级开始要求学生做到“留心周围事物，养

成勤于观察思考、乐于动笔的习惯。 能不拘形式、自由地把自

己的见闻和想象写出来，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语句通顺，有一

定条理。
观察是积累写作材料的重要途径； 观察是引发写作欲望

的动因；观察能增强文章的表现力。 在具体的教学中，我让学

生亲自栽培植物，定期记录观察。如让学生把自己培植的蒜苗

带到班级中，或者用视频、图片记录大蒜的变化，发到班级群

中，比一比谁的蒜苗变化快，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自己的观察

所得。
桔子丰收的季节，让学生回家观察桔子，调动多种感官，

写出自己的观察所得。第二天在课堂上让学生亲自看、摸、闻、
吃，学生写出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调动多种感官来观察，唤醒

体验，让作文成为学生交流表达的内在需要。下面是一位学生

所写的作文《我最爱吃的桔子》：
桔子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桔子是扁圆形的，像灯笼，摸起来很柔软，拿起来沉甸甸

的。 桔子多数都是黄色的，也有的桔子皮上带有一些青绿色，
桔子皮上还有许多小点点。 每个桔子上面都有一个像星星一

样的蒂。
我剥开桔子，发现果肉也是橙色的。一片一片果肉像花瓣

一样，果肉上还有很多白色的道道，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白道道

叫什么，于是我就上网查了查，原来它们叫橘络，有药用价值。
我尝了尝一瓣橘子，又酸又甜，桔子的果肉里面还有一粒一粒

像水滴形的小颗粒，我拿了一根牙签扎了一下，它就突然一下

冒出了果汁。
这就是我爱吃的桔子。
把生活带进课堂，抓住文章的小练笔，初试身手等训练，

可以增强练写的密度，让写作成为一种习惯。
二、把课堂搬进大自然

我们依托乡村特色，让学生观察家乡的樱桃园。学生几乎

家家有大樱桃，父母也从事樱桃种植，因此我鼓励学生节假日

加入父母的劳动行列，去观察和记录樱桃树的变化、果实的成

长，用自己的图片文字来记录生活。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

的写作素材，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感是写作的源泉。
以前写秋天，往往是空洞的田野、果园，模式化的教学，似

乎秋天和学生没有一点关系。 为了让学生能够写出自己眼中

的秋天，我让学生休息日和家人一起去田间收庄稼，去果园摘

苹果，并亲口尝一尝自己喜欢的水果的滋味，学生再写秋天，
就融入了自己的感受，既有眼中所见，又有心中所想，作文不

再空洞乏味，而是有了鲜活的生命。
新课标中还有一点，是要求与他人分享习作的快乐。
1.我们在进行方法指导后，通常会给学生一个范例进行

品析。学生首先挑选作品中运用的积累的词语，然后是欣赏自

己喜欢的句子，通过这样的赏析，会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文中

学习运用积累的语言，使自己的作文更加有吸引力。
2.读自己的作品，修改，使其通顺。 在开学初的教学中，我

就先把后面单元中涉及的修改符号提前教给学生， 在具体的

实践中学生运用得很好。
3.同桌交流：写好后跟同桌交换读一读，想一想哪个词或

者句子让你特别喜欢， 在好词好句下面画上波浪线， 打五角

星，读不明白的地方画上问号。
4.四人一小组合作评一评。 评改要求：能用上平时积累的

词句，三颗星。能在伙伴建议下进行修改，三颗星。让得星多的

同学读一读自己的作品。
我经常让学生到前面来读自己的日记和当堂写的片段，

学生热情非常高，让每个学生成为作者或读者，给他们展示的

机会，发表他们的作品，朗读自己的作品，感受分享的乐趣。
为了更大 限 度 地 激 发 学 生 的 写 作 热 情， 更 好 地 交 流 学

习，我 们 在 班 中 开 展 小 组 轮 流 日 记 ，六 人 一 小 组 ，每 天 一 个

学生写，写完后自己写一写自己觉得最满意的地方。 然后下

一个写的学生要认真阅读前一个学生所写的日记， 并提出自

己的看法，哪些地方写得好，值得学习。 后面的学生可以对前

面所有的作品中自己感兴趣的一篇或几篇进行点评， 这样的

分享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而且不会给学生造成负

担，学生急切地盼望阅读别人的日记，同时也想向大家展示自

己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训练，学生对写作已经开始入门，并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部分学生的作品会让我们眼前一亮，有生

活，有想法。 于是我们便把学生不同时期的作文集结成册，在

班中发表。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印的文字，学生甭提多

高兴了。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展示的机会，我们选取文章的角

度也有所不同，对于基础差一些的学生，我们会针对他的文章

的一两处亮点作为发表的理由， 从而更好地保护学生的写作

热情和自尊心，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让每个学生都

感受到写作的快乐。
随着学生作文数量的增多， 我又把学生的作品做成美篇

进行发表。 这样可以搜集一些与作文相关的照片。 配图精美，
内容翔实的美篇，不仅满足了学生的阅读需求，也吸引了更多

的家长加入，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的文章能够得到认可而骄傲，
许多家长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鼓励学生更好地进行写作。
这一形式，大大提高了家长的参与热情，也使家长对学生有了

更好更多的了解。
要想让学生会写，首先要让学生会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坚

持，学生由最初的一句话表达，发展到一段话的表达，表达清

楚明白，落落大方。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鼓励的作用是必不可

少的。后来我们利用攀登阅读，青青阅读网让学生发表自己的

朗读作品，发表自己的阅读整本书的感受，给学生创造一切机

会进行锻炼。这样的分享学生受益匪浅，不仅可以相互交流学

习，同时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听说读写能力中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语文素养的提升

最终落实到写上，要让我们的学生摆脱怕写的阴霾，就要学会

积累、运用，把生活搬进课堂，把课堂搬进自然，依托学生的生

活实际和我们独有的乡村特色， 深刻解读小学阶段的作文目

标要求，聚焦新教材，把好写作关，相信作文教学会有别样的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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