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进区教育局协办

热线：86598219
责编：卢维阳 编辑：刘晓科
版式：陈 鑫 校对：黄 婷

2024年 7月 3日 星期三

WUJIN DAILY

广告投放热线：86598219 广告经营许可证：320483419930006 常州元太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地址：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香樟路 51号 零售价：2.00元

基于生活：让写作有源头活水

我们在作文批改中常常觉得学生写的内容很“假”。这些“假”，有源于学生语言的不成熟，有源于学
生写作内容的不真实，也有源于学生对生活观察的不细致、思考的不深刻。在笔者看来，基于生活写作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钥匙。

□ 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 曹鹏

生活体验是创作的源泉，
能够为学生的写作提供丰富
的素材和灵感。通过深入挖掘
生活体验，学生可以更加真
实、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
思想。

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感人
故事、深刻见解都是写作的宝
贵素材。学生在写作过程中，
可以借鉴自己的生活经历，使
文章更具真实感和说服力。生
活体验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情感表达能力，通过观察、体
验生活，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
在写作中表达出更加真挚的
情感。生活体验还能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学会发现生活中

的美，从而提高写作的审美价
值。

以八年级下册教材中的
“学写游记”为例，家庭经济条
件不同的学生，旅游地点是不
同的；思维深度层次不同的学
生，面对同样的景色，感受也是
不一样的。教师要做的，其实是
帮助学生诚实地描写出自己旅
游的足迹，写清楚见闻和感受。
在教《在长江的源头格拉丹东》
一文时，学生指出，“马丽华描
绘的冰塔林感觉不大对”，一问
才发现，学生去过这个地方，而
大部分教师，是没有真实去过
的，过分地在语言上指导学生
怎么去描写景色，某种意义上，
反而失去了学生生活化体会的
“真味”。教师更应该做一个“点
灯”的角色，引导学生发现自己
的独特经历。

学生有时候，会刻意强调自
己的经历，而忘掉了对他人经历
的借鉴。如果学生只偏向于个人
经历写作，那么即使是源自生活
化的体验，素材也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能够将他人的生活经历和自
己的生活经历有机融合，形成一
种生活化的经验，那么就能创造
出更多的文章。

近现代写实派文学大家莫泊

桑在初学写作时，老师要求他从
观察十个车夫的动作开始，其目
的就是让他从最难求出个性之处
刻意去求。积极地探求他人的生
活经验是发现生活、认识生活的
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学生去感知
生活、与周边世界建立联系的关
键路径。

在学生作文中，我们往往发
现一些十分“真实”的高分作文，

一经追问却是学生杜撰的，但并
不是胡乱杜撰，而是基于别人的
故事或者影视作品产生了情感共
鸣，迁移到了自己的身上，这也应
是属于基于生活化的经验写作，
一个人的身体，可能经历不了无
数瑰丽的事件，但是想象力和情
感体验可以是无限的。利用他人
的生活内容，结合自己的体验，是
能够创造出好的素材的。

批判性思维是指对事物进行
理性分析、判断和评价的能力。在
初中生写作教学中，批判性思维
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批判性思
维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生
活，发现生活中的问题，从而在写
作中提出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思辨可以基于社会现实进
行。比如面对“英雄”这一话题，老
一辈的英雄观和学生的英雄观自
然是有不同的，让学生由远到近
地找一找英雄人物，他们会慢慢

地把印象中的英雄人物的品质提
取出来，赋予自己生活中能触摸
得到的人。

这种教学方法的实施，能在
实践中不断挑战和扩展学生的认
知边界，促进他们在语文学习中
实现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使学生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独
到的思考方式和表达风格，为其
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学生目前的生活实际和部分

传统文化已经不完全一致了，如：
“扶不扶”这个问题，我们在写作
教学过程中往往希望营造“真善
美”，至少是“善美”的价值观，但
是有的学生基于现实会选择“不
扶”，甚至有学生会回应“没有看
到过摔倒的老人”，教师不用急着
批评学生的想法，更深层次追问
这些想法的由来，往往会挖掘出
值得书写的写作素材，这样的思
考多了，学生自然就会写出相对
有深度的文章。

基于自身生活体验，写出独特性

基于他人生活经验，写出共鸣点

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写出思辨性

筑牢安全防线 共度平安暑假
本报讯 （记者 谢丽娟）

每年暑假期间，是青少年溺
水和火灾事件的高发期。为
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安全防范
意识，有效预防安全事故发
生，近日，庙桥初级中学联
合庙桥社区、常武蓝天救援
队组织开展沉浸式的安全教
育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蓝天救援队的
队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

绕发生溺水事故的原因、如何
预防溺水、意外溺水时的自救
和施救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演示了救生圈、救生
绳、救生衣等救生设施的正确
使用方法，并借助模拟人讲解
心肺复苏术的操作流程。同时
让学生实际操作，亲身体验，
学习并掌握基本的溺水自救技
能。

当天，还进行了火灾逃生

演练。警报声响起，全体学生
按照预设的逃生路线，手捂
口鼻，弯腰急走，有序撤离。
在疏散路线上还有专门的疏
导人员负责引导，保证过程
安全。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常态
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可
以不断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意
识和安全防范意识，为成长筑
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谢丽娟）为进
一步推进课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
设项目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提升
办学品质，近日，江苏省中小学课
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调研
视导组专家们到星河实验小学分
校进行现场视导调研。

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长、星河实验小学分校校长庄惠
芬以《好奇工场：指向儿童科学素
养的学习创新实践》，进行项目建
设的专题汇报。她从建场、在场、
入场和出场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
项目建设实施以来学校在引领师
生智慧生长，实现国家课程与校
本课程的有机融合，以及课程、环
境、文化、资源的同步开发等方面
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果。

专家们实地查看了好奇工场
的场域，外圈：学校二楼长廊的

“科技展”、天空之城的“科技魔幻
秀”；中圈：学校问天园“水火箭”
实验及航天布展；内圈：B612星
球的“班级博物馆”和家庭实验
室；核圈：“好奇工场”的场馆课程
等。专家们对学校课程基地硬件
建设、学生参与度、教师研训和活
动开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从
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对学校课程基
地的后续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

星河实验小学分校将以此次
调研为契机，体验探究为通道，全
程激活儿童的探究力、创造力和
团队力，满足个体的不同需求，立
足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帮助学
生养成科学思维，学会用科学的
眼光观察世界，引导学生涵育科
学精神，增强自信自立，厚植家国
情怀，编织当科学家的梦想。

星河分校迎接省中小学课程
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