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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论坛

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各科之
母， 同时还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因
此学好语文至关重要。在小学语文课堂
中，激发学生的热情很关键，但面对繁
重的语文课程和应试模式，学生的学习
兴趣也随之减少，如何才能让语文课堂
绽放光彩，迸发火花，使其成为学生向
往的精神乐园？ 笔者认为，融入多种教
学手段， 给语文教学添点“油”， 加点

“醋”，让其“五味俱全”，这样，学生才能
尽情享用，怡情养性，全面发展。

一、画中有语文，语文中有画
小学语文教材文字优美、 内容丰

富、形式活泼、趣味性强。 如果教师在
讲课时能够做到文到画现， 把作品展
现在学生面前， 便可迅速抓住学生的
心灵， 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 如教学
《纸船和风筝》， 老师可以边描述边板
画：“有一天， 老师带小朋友去一个好
玩的地方， 那里有高高的山， 清清的
水，茂密的树林，绿绿的小草，还有美
丽的花。 听说松鼠和小熊就把家建在
这里，大家看，这就是他们的家。 请大

家读读第一自然段， 看看他们的家应
该建在哪里呢？”通过精美的板画创设
美丽的童话世界， 学生的注意力很快
集中起来。

二、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游戏能活跃课堂气氛， 调动学生

的学习情感， 从而快乐有效地学习语
文。 游戏型活动课是低段教学的一种
好形式，活动课中可以运用猜谜语、唱
儿歌、 脑筋急转弯等游戏充分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发挥
学生的想象力。如“逛超市”游戏，教师
让学生把搜集到的标有汉字的商标、
广告和自制的卡片放在桌子上， 学生
分组去各个柜台逛，比比谁识字多、收
获多。 游戏要求学生能正确读出桌上
的识字材料。 这个游戏既检查了学生
的课外识字情况， 又让学生感受到学
习的乐趣。

三、多在“读”中品，少在“讲”中悟
语文课堂应尽可能多的把时间留

给学生读，特别是分析课文，老师切忌
将文章支离破碎地逐段逐句去讲解，

而应该引导学生读好文章， 让学生在
读中想、想中读，通过反复吟诵，在眼
前呈现出文字所表达的具体形象，并
将文字描述的内容想象出一幅幅鲜活
的画面，这样，学生才能进入文章描写
的情景之中。如《芦花荡》一课，作者在
描写苇塘倒映在水中的美景时有这样
一段文字： 芦苇和蒲草倒映在清凌凌
的河水里，显得更绿了；天空倒映在清
凌凌的河水里，显得更蓝了；云朵倒映
在清凌凌的河水里，显得更白了。教学
时，我先让学生自由读，然后分别说说
读后感，学生们激情满满地涌跃发言。
我又指导学生饱含深情地边朗读边想
象画面， 大家在抑扬顿挫的朗读中无
意识地进入了文章的意境中， 这种无
意识地投入使学生不知不觉领悟了教
材，其意尽在不言中。

语文学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只有给孩子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方
式， 他们才会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越来
越浓，“寓教于乐”，从而使学生达到由
学语文到爱语文的最终目的。

如何让语文课堂更有趣
衡阳市衡南县栗江镇中心小学 全淑芳

“目标”，即想要达到的目的。笔者
就中小学最常见的“写人、记事、写景、
状物”四类文章的读与写提出了“读写
总目标” 这一概念。 所谓“读写总目
标”，即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必须
遵循的一致目标。

一、写人的文章
“写人的文章，你打算怎么写呢？”

我就这一问题，调查了众多中小学生。
他们的回答大都是“外貌描写、语言描
写、动作描写”之类的。然后，我会继续
问他们几个人物。“说到诸葛亮，你想
到他的什么呢？ ” 孩子们一般回答为

“神机妙算”“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草船借箭” 等；“严监生呢？ ”“吝啬
鬼”；“王熙凤呢？ ”“泼辣、见风使舵”；
“詹天佑呢？ ”“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闻一多呢？ ”“做了不一定说，说了就
一定做到”等等。 可见，写人的文章重
点不是人物的外貌、 语言、 动作等描
写，而是人物的性格与品质。 由此，我
们得出写人文章的“读写总目标”是：
通过一件或几件事， 表现人物的性格
特征和思想品德。

读与写目标是一致的。我常引用特
级教师杨初春先生总结的“写人三
法”，即“品德定向、因德选材、视材布
局”。 首先，引导学生理解“品德定向”。
《三国演义》中，曹操被作者写成了“奸
绝”，而历史上的曹操是东汉末年著名
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 这就是作者
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给曹操的
“品德定向”；其次，解释“因德选材”，
即根据既定的人物品德选材。 如《三国
演义》写曹操“疑心重”，就选取了他

“喜欢梦中杀人”“杀名医华佗”等材
料；最后，解释“视材布局”，即根据主
题需要，安排材料的先后顺序。 我常引
用 2012年长沙中考语文真题来说明：

“请将下面与武松有关的几个事件按时
间先后顺序排列（只写序号）。①打虎景
阳冈；②大闹飞云浦；③血溅鸳鸯楼；④
醉打蒋门神。 ”（答案为：①④②③）

进一步引导学生领悟“写人三
法”，课本中《詹天佑》是篇典型的例
文。此文开头“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

国工程师。 ”即“品德定向”；接着写詹
天佑毅然接受修筑京张铁路的任务，
即“因德选材”；再接着写勘测路线、开
凿隧道、设计人字形路线等，即“视材
布局”。

二、记事的文章
引导学生读写记事为主的文章，

笔者有意识地分两类主题举例： 一类
为抒发真情的课文，如《地震中的父与
子》《背影》《秋天的怀念》等；另一类为
阐明事理的课文，如《落花生》《两个铁
球同时落地》《走一步再走一步》等。通
过回忆课文， 引导学生总结出记事文
章“读写总目标”是：记事的文章往往
是通过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寄情于
事”或“寓理于事”。

怎样落实到写作中呢？ 笔者沿着
“写人三法”的思路，总结出“记事三
法”，即“确定情或理、因情理选材、顺
时空布局”。

作家写文章往往是在生活中“有
感而发”，而学生写作文通常要“找
感而发”。 学生写作文得先确定主
题， 而叙事的文章“读写总目标”是
“寄情于事”或“寓理于事”，因此，首
先确定情或理； 其次，“因情理选
材”， 就是根据确定的主题选择材
料；最后，“顺时空布局”就是根据事
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事情发展顺序）
或空间顺序组织材料。

《落花生》是篇典型的巩固“记事
三法”例文。 文章通过记叙种花生、收
花生、吃花生、议花生的过程，写出了
要做有用的人的道理。

三、写景的文章
写景的文章，通过回忆《春》《桂林

山水》等课文，引导学生总结出写景的
文章“读写总目标”是：写景为主的文
章往往是“借景抒情”。

笔者总结出“写景三法”：即“要有
景物特点、要有想象联想、要有真情实
感”。 也称为写景“三个要有”。

第一，要有景物特点。如桂林的山
有“奇、秀、险”的特点，长沙的岳麓山
就不能称“奇、险”了；第二，要有想象
联想。 如桂林的山“像大象、像骆驼”，

这就是联想；第三，抒发真情实感。 抒
情有的直抒胸臆，如《桂林山水》，结尾

“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有的
间接抒情，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在

“遥看”与“疑是”这“一实一虚”的描写
中表达出对庐山瀑布的赞美之情。

朱自清的《春》 是篇典型的巩固
“写景三法”例文。文章通过描写春风、
春草、春雨、春花、迎春等，把春想象成
刚出生的娃娃、花枝招展的姑娘、健壮
的青年，表达了作者对春的赞美之情。

四、状物的文章
状物的“物”，包括了静物、植物、

动物等。《白杨树》《竹石》《石灰吟》等
课文都是典型的状物文章。 通过回忆
课文，引导学生总结出状物的文章“读
写总目标”是：状物文章往往是“托物
言志”或“借物喻人”。

笔者借鉴杨初春老师提出的“状
物三法”，总结为“写主体物、写关联
物、写联想物”，简称“写三物”。

笔者以《书包的变迁》为例，概述
如何“写三物”。“主体物”就是作者所
要描写的物体， 这就要求写出此物的
特征。 书包经历了花布袋、黄布包、双
肩背包、拉杆书包、电子书包等变化，
要写出它们的颜色、款式、装饰、时代
背景等特点；“关联物”，即写出与“主
体物”密切相关的事物。与书包相关联
的事物有课本、作业、考试、升学、放假
等；“联想物”即文章的主题。由书包可
以联想到父母的期待、老师的期望、科
技的发展、国家民族的未来、教育制度
的改革等等。

人类的表达规律是从形象到抽象
的。 写人的文章核心是突出人物的性
格与品质， 表达作者对文中人物的某
种情感； 记事的文章重点是写出由事
情本身体现出来的某种感情或某个道
理；写景的文章目的是借景抒情；状物
的文章主旨是托物言志或借物喻人。
把握好这四类文章的“读写总目标”，
引导学生阅读时推测作者的下笔前的
构思，写作时，熟练运用“写作三法”，
读写结合，以读促写，对提高中小学生
的阅读与写作水平有明显的效果。

明确“读写总目标” 以读促写更高效
长沙集思教育 陈治国

叶圣陶先生曾说：“小学作文教授
之目的在于学生能以文字直抒情感，
了无隔阂；朴实说理，不生谬误。 至于
修词之工， 谋篇之巧， 初非必要之需
求。能之固佳，不能亦不为病。”可见小
学习作教学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孩子流
畅地表达真情实感， 而不应该在修辞
和立意方面去反复强调， 学生能够熟
练使用固然很好， 不过在驾驭不了的
时候贸然使用， 反而会使文章变得假
大空。

一、如何才能表达真情实感
（一）为什么学生会感到无话可写？
部分学生常常在提笔时感到无

话可写， 或抓耳挠腮编造一个故事，
或将原本一个有趣的所见所闻却写
成了一篇流水账。 这些孩子们在观察
到一件事物发生的过程中，往往只会
留意事物的变化，而不会将它们联想
到文章中的素材。 这就需要家长和老
师注重引导孩子们学会关注生活，养
成留心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并充分
展开联想。

（二）如何通过观察和联系表达真
情实感呢？

要直抒情感，达到文有真意。 一要感情真实；二要材料真
实。 真情实感的前提在于，通过观察与联想，说出所见所闻所
想。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符合现实的论断，才是真情实
感。 那应该怎样通过观察和联想来表达真情实感呢？ 我们来
看看叶圣陶老先生的《爬山虎的脚》一文：“以前，我只知道这
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道它怎么能爬。 今年，我注意了，原
来爬山虎是有脚的。 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 茎上长叶柄的地
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 细
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的。 这就是爬山虎的脚。 ”作者在
这一段描述中，先将爬山虎拟人化，把爬山虎的生长看成是
爬山虎在墙上爬动。 为什么能爬动呢？ 因为爬山虎有脚。 然
后着力描写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六
七根细丝；爬山虎的样子像蜗牛的细丝；爬山虎的颜色如新
叶子一样嫩红。 通过仔细地观察，了解事物的具体性质，并将
所见所想，通过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就做到了“朴实说理，
不生谬误”的自然流露。

二、提高写作技巧
（一）阅读是积累经验的不二法门
阅读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离写作成功最近的通道。 阅读

是写作的基础，离开阅读，学生对事物的表达将是无序而枯
燥的。 如果没有大量的阅读，就没有丰富的语言积累，读和写
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阅读是学习的基础，良好的阅
读习惯与能力的拥有，能让阅读者“厚积而博发”。 通过阅读
优秀作品来积累写作经验，从而学会自己创造、思考和想象。

（二）学会自我思维和判断
语言和思维是合二而一的，叶老不止一次地讲过：“我们

想问题时，必须依傍语言材料才能想，所以思维活动的过程
同时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 ”有的学生说：“脑子里有想法就
是写不出来。 ”所以，小学生在作文训练必须和思维训练统一
起来。 怎样让一篇作文有血有肉呢？ 思考“如何写”是很重要
的。 写人物外貌，可以从他的穿着、身高和五官特点描写来进
行；写人物性格，可以通过陈述一件事情来凸显人物的性格；
还可通过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塑造人物形象，进而达到突
出中心思想的目的。

例如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描写到：“他
的身材短小粗壮，生着一副运动员似的结实骨骼。 年轻的时
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宽大脸庞。 到了晚年，他的皮肤慢慢变
得蜡黄，呈现出一种病态，尤其是在冬季，原因是他长时间把
自己困在屋内，远离田野。 他的额头宽大且向前隆起，乌黑浓
密的头发经常乱蓬蓬地竖立着，似乎从未用梳子梳理过……
年幼的卡尔·采尔尼曾见过贝多芬一面。 当时，贝多芬的胡须
很长，好几天都没刮了，蓬头垢面，身上穿着山羊毛织的上衣
和长裤。乍一看，还以为见到了鲁滨孙。他的双眼中常常燃烧
着一种神奇的光芒，让看到的人都为之震慑。 ”

作者在描写贝多芬的时候，着重写他的外貌特征，他有
着运动员一样结实的骨骼，他的皮肤颜色先由年轻时的土红
色，再到中年时的蜡黄色，他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的眼神
“燃烧着一种神奇的光”。 如此描写，一个人就这样生动地立
在我们的面前， 可见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准的语言表
达。 学会动脑筋组织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一个人一件事，这时
候你储备的所有修辞表达方式，见到的各种事物，都能派上
用场。

总之，教师只有通过正确引导、启发，不断激发学生的写
作兴趣，帮助学生逐步掌握观察事物的方法，同时在平时的
教学中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加强语言积累，才能使作文教学质
量得到真正提升，使学生的写作潜力得到挖掘，语言能力得
到培养，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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