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荆和平 编辑：雨辰 版式：刘文燕 校对：金奇玉2023年 9月 13日 星期三 热线：86598211 邮箱：wjrbxjz@vip.sina.com

教海探航

初学写作的学生，常常毫无章法，老师要给学

生提供观察、表达的环境，让学生模仿课文、习作

例文等展开格式练习，但内容要多角度。仿写是为

了创新，而不是落入窠臼，学生在“入模”后，更

要会“出模”，最终目的在于迁移。

那周，班上一个小男孩课
堂发言特别积极，而且声音响
亮，非常自信，跟上学期判若
两人。换了个同桌竟有这么大
的效应？记得上学期，小男孩
的妈妈曾跟我反映过，说同桌
经常欺负他，看能不能给孩子
换个位置。但是我在学校并没
有看到两个孩子有什么言语或
肢体上的冲突。虽说小男孩比
较文弱，但同桌女孩平时在班
里也是文文静静的，很难想象
同桌女孩会欺负他。周围的同
学也没有来反映他们之间有什
么问题。当面问他为什么要换
同桌，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
来。想到他在班级朋友很少，
所以，当时我给小男孩妈妈的
回复是，孩子要学会与不同的
人相处，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再相处一段时间看看。

哪知开学没几天，小男孩
妈妈又发来短信说考虑再三，
还是请求换同桌，说两人性格
上实在合不来，孩子回去总是
无精打采。

一个同桌竟然会成了他的
情绪开关？或许孩子之间真的
有我没发现的故事。所以，第
二天就给他换了同桌。但是心
头很是疑惑，怀着一丝好奇，
我分别找两个小家伙聊天。

小男孩说，同桌女孩霸
道，不讲礼貌，老是不说一声

就拿走他的橡皮，还说要乐于
助人，自己却不肯把东西借给
他。同桌女孩会无缘无故找
另外一个小女生告状，编出
一些坏话让那个小女生信以
为真来找他向同桌女孩道歉。
而且课堂上答错问题，同桌
女孩会嘲笑他。小男孩说自
己前任同桌成绩好，会教他，
能给他安全感，有相同的兴
趣———喜欢同一部动画片，有
话题可聊。现在的同桌女孩太
女生，文具都是粉色的，每次
都要向他炫耀。女孩也坦言，
两个人性格合不来，还说小男
孩一直说她成绩没有之前的
同桌好，两个人经常吵架，
也同意换同桌。

平时安排座位的时候，我
通常会从身高、性别、性格、
学习上的互补，身体上的特殊
需求等方面来考虑，但更多的
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单方面地
帮孩子们去搭配，希望同桌之
间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
共同成长，而忽略了学生这个
鲜活的生命个体。

同桌，是连接学生关系的
纽带，蕴藏着无穷的教育能
量。安排学生的座位前，不妨
听听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
意愿，趣味相投，让匹配度高
一点，或许，彼此影响、相互
促进的同桌效应会更大。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给
自己完不成的事情找一个理
由，给一个借口，让自己心
安理得地去接受它，久而久
之，就形成了惰性。作为一
名家有五年级小学生的家长，
我深切体会到了惰性在生活
中的无处不在。我一直觉得
女儿在学习上还是比较自觉
的，每天回到家都会自己写
作业，很少要大人催促。我
也从没收到过来自老师的未
完成作业的反馈。欣慰的同
时，也暗暗庆幸，惰性似乎
离我的孩子很远，这让家里
少了很多鸡飞狗跳。但是一
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我的
一贯认知。

那是一天晚上临睡前，
爸爸为女儿关上房门，躺在
床上的我突然想起来：丫头
今天的作业记录本《七彩桥》
没让我签字嘛！依稀记得英
语老师说要自主阅读 10～15
分钟的，可是一晚上压根儿
没听到她读书嘛！找到班级
群，翻到老师的信息，证实
了我没记错。于是我翻身起
床，打开门：“今天的英语作业
完成没有啊？没听到你读书
嘛！”女儿假装一脸无辜地看
着我。“明天早上早起读吧！”说
完我关上门出来，追问娃她
爸：“《七彩桥》的字是你签的

吧？”“对啊！”瞬间什么都明
白，我接着提醒道：“亲爱的
爸爸，以后签字可不能太随
意，要认真负责的哦！”心里
嘀咕着：难怪她今天没找我，
找她的爸爸了呢！
第二天一大早 605，

做好早饭的我推开房门，打
开窗户，“月月，起床了，
起来读书吧！”眼睛都不睁开
的姑娘，抱着被子，皱着眉
头嘟囔着：“啊呀，人家还
没睡醒，就不能今天晚上补
读啊？”“不能，这是昨天的
作业！”在我义正辞严的“逼
迫”下，女儿穿好衣服坐在
了桌前。“读几分钟？”
“10~15 分钟，你自己看着
办！”于是，只听得“嘀嘀嘀
嘀”计时器响了几声之后，朗
读声渐起。我走过去一看，屏
幕上显示“0959……”果
然，这娃给自己设定了下
限———10分钟，一分都不多！
此时的我，唯有苦笑，惰性在
我的孩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就是那个我一直认为很
自觉的孩子。等她洗脸的时
候，我问：“你昨天找爸爸签
字，是不是别有企图？”女儿
一脸狡黠的笑，那是坏心思
被猜到之后真实的流露。

惰性是人的天性之一，
它并不可恶，但是会给人带

来很多负面影响和危害，比
如把握不住机会，逐渐变得
平庸。即便是成年人也会被
懒惰打回原形，例如，我们
明明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
可看到垃圾食品还是忍不住；
计划今天读书，却刷剧刷得
停不下来；朋友圈刚发完
“我今天一定要早睡”，玩着
手机又到凌晨 3 时；买了跑
鞋、瑜伽垫，没用几次就放
到角落里了。自制力较强的
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
子乎？如果爸爸能认真检查，
严格督促，何至于让娃钻空
子呢？事实上，每一位老师
都已竭尽所能，作业也尽可
能完善，形式多样，有写有
读，也有做，然而孩子完成
得怎样？打了多少折扣呢？

因此，作为家长，我们
要做的就是从我做起，克服
惰性，帮助孩子认识到惰性
的危害。学习和生活中的事
情马上做，不拖延，时刻用
“自制”监督自己，培养良好
的时间观念，管理好时间，
让自己能劳逸结合。长此以
往，好习惯一旦养成，孩子
将不断地体会到自律带来的
好处，而这些成绩和成功经
验的取得，又将不断强化他
的自律自省，自信心也会越
来越强。

文章自得方为贵 切忌随人脚后行
———浅谈小学生作文教学策略与方法指导

□刘海粟小学 龚小鹰

写作并非一蹴而就的：首先
需要培养学生习作的兴趣，眼中
有物，心中有感，随时发散思
维；其次需要做生活中的有心
人，贴近自然，贴近社会，随时
积累写作的素材；最后需要养成
勤动笔的好习惯。写得多了，积
累多了，思路也就广了。而写作
习惯的养成需要兴趣和制度的双
重作用。

1. 习惯养成靠兴趣
老师要注意发现学生的兴趣

点。首先是选取的写作对象要有
趣味性。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点切
入，老师可以写下水文，与学生
的写作做对比。在兴趣的支配
下，每天练习一点点，逐渐养成
习惯。

2. 习惯养成靠制度
为了积累语言，提高写作能

力，老师要筛选课文中适合小练
笔的内容，给学生提供写作对
象，让孩子养成记日记的好习
惯。当习惯养成了，写作能力当
然就会提高。
老师精心组织和训练，就文

取材，就地取材，就事取材，由
读到写巧迁移，方能让习作成为
学生生活的“美好乐园”。

写作表达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
要让学生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仿词
仿词是低段写作基础，词语

积累可以用归纳法。如积累
ABB 型的词语时，从颜色启发
学生进行仿写，然后思考更多的
ABB型词语：香喷喷、美滋滋、
热乎乎等。学生的思维打开了，
就会释放出无穷的能量。

2. 仿句
仿句是中段最重要的训练。

可以运用逐渐加词的方式，结合
缩句和扩句进行训练。

如《烟台的海》有句话描写
的是海的蓬勃生机，老师引导分
析句子的主干和分支成分，仿写
时也先仿写“句子主干”，然后
进行修饰语的添加。这样，仿写
的难度就降低了。

3. 仿段
仿片段时，可以根据内容

仿，也可以根据格式仿。每一
组主题课文后都有综合性学
习，可以根据其要求到课文中
选取合适的段落作为仿写的对
象。引导学生进行片段仿写练
习时，要注意段首或段学会用
中心句。

4. 仿篇
学习课文时，不仅从字词上

下功夫，做完细节分析，还要回
头认知文章的整体结构。尤其是
高段学生，要进行谋篇布局的指
导。文章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主
要内容怎样合理安排。这样仿写
并不是要训练“八股文”，而是
写作技巧的点拨。写作要有一定
的章法，切不可天马行空。如果
连记叙文的文体特征都掌握不
了，一边叙事一边抒情，还会附
上几句议论，那就成了“四不
像”。所以，仿篇最重要的是仿
布局。

教材是作文最好的镜子。
老师要善于从教材中选取蓝
本，让学生举一反三练习：课
文中的语句或生动有趣，或节
奏明快，或富含感情，让学生
有针对性地仿写，有助于学生
表达能力的提高。

1. 生动有趣型
学会运用修辞手法，这在

习作训练中要作为重点。刚开
始学“写话”的低段学生，对
修辞的运用只能从仿写中迁移
过来。如三下的《荷花》，描
写就很生动。学生最初仿写句
子“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
个碧绿的大圆盘”时，往往只
根据写作的对象范围选择，
如：柳叶轻轻飘飘的，像一片

片绿色的羽毛。老师要引导学
生放开思维，延伸到花、草、
动物等行。仿写拟人句时，老
师要指导“拟人”是赋予动物
人的感情，使表达更加有趣。
孩子们就能给你惊喜：“风儿
飘过来，捧着荷花的清香给我
献礼。”

2. 节奏明快型
节奏明快型大多是朗朗上

口的诗歌，或者是运用对偶和
排比的修辞。如 《快乐的节
日》 《雨后》等，整篇节奏感
都很强。这样的课文可以诵读
积累，增强语感，并仿写创
新，从身边熟悉的场景开始描
写，抒写的都是最真实的情
感。

克服惰性 从“我”做起
□武进区实验小学 吴小燕

换同桌风波
□星河实验小学 孙晔隽

体无常轨，言无常宗，物无常用，景无常取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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