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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既要让学生能明白事理，
更要了解写作的方法和思路， 一直是基
层一线语文教学的重头戏。在我们湘西，
由于受环境、 学习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
约， 小学高年级语文写作教学大部分还
只停留在老师教一点、 学生会一点的阶
段，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究和进步。

一、 在观察生活中捕捉素材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人生阅历有了一

定的积累，词语、段落，语言表达，情感展
露，甚至个人的兴趣、喜好都可以在写作
中体现出来， 这些往往取材于平时的生
活和学习， 把生活带来的知识运用到课
堂中， 常常成为书本以外可以拓展的素
材，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让学生的
学习兴趣不再局限于课本， 使学生有了
写作兴趣， 直接影响学生今后的学习和
探究。

在工作一线， 我们常常可以从生活
中提取有用的素材，随机的，甚至是现场
采集的素材，都可以带入我们的教学，让
学生以亲近的方式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
进行教学互动。如在一次在公开课时，教
师开口就问询学生， 请学生观察自己的
着装，看看和平时有什么区别，你能用自
己的话说说有什么不同吗？ 然后小组间
小声地讨论，大家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最

后拿出统一的意见： 这是老师要对听课
的你们和听课的老师表示的一种职业尊
重。 让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的乐园，感受到
写作并不是高大上的词藻拼接， 使所有
的学生对写作都兴趣盎然。

二、从选材入手处敢于去写
要使学生写有内容、写得通顺，并且

合情合理， 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怎么去
搭建写作的一些基本框架， 更重要的是
要让学生在素材中选择最适合本文的素
材。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选材，可分为四
个步骤：①自己认为最有意思的事，能给
予思考和启迪。 ②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
生动地复原当时的场景。 ③描绘当时看
到的情形，把脑海的记忆进行加固。 ④写
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要在当时的状态
下，有着最本真的感知。

其次，放手让学生去寻找美。 寻美的
过程是一种探究性的学习过程， 美的价
值需要从不同的方位去理解， 不仅仅是
单纯追求“高大上”的典型美，要让学生
都成为研究者， 通过教师的指导去自主

发现、探究、解决，让他们在快乐的氛围
中提高对写作的兴趣。最后，让学生展示
他们所寻找到的美， 从不同的侧面和表
现中来理解美， 学生就会给教师带来许
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三、在阅读表达下不怕落笔
写作教学要在阅读和运用中加强积

累。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大量阅
读课外书，学会质疑问难，能寻找到阅读
之外的知识点，充分考虑到写作的背景，
表达的情感，需要传达出来的思考，以及
作者需要展示的思维， 这样才是真正为
他们未来终生学习、 终生发展奠定阅读
和拓展的基础。

课堂教学中，经典著作中具有意义、
有实质、有营养的字词句，我经常给孩子
们推荐，吸引学生乐意去读，并且鼓励学
生用小卡片的方法进行收集。 同时根据
高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引导鼓励
学生密切联系发生在身边的经验世界和
想象世界， 让学生写作具有独特性和个
性化，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写作效果。比
如在写景习作时， 人们常常以看到的景

观入手来写， 通过远近交叉来展示看到
的美景，往往陷入大同小异的写作模式。
而我就常常鼓励学生可以反其道而行
之，借鉴散文的模式来写景，你可能先闻
到了淡雅的花香， 你也可能先呼吸到了
新鲜的空气， 这些都可以把你带入需要
撰写的美景中，让学生们另辟蹊径，慢慢
在阅读和反思中不怕写。

四、从实践锻炼里大胆去写
写作教学的素材都来自生活，不是无

病呻吟，闭门造车。 我经常鼓励学生有空
一定要出门去看看，到户外去实践，不做

“宅男宅女”。他们把书上说的与生活实际
联系起来了， 让他们留意周边的树木：桂
花、金弹子、柏杨……看看和书本上的描
述有什么不同，并用自己的一句话或几句
好描述它们的特点，坚持几个星期，学生
一比较，就发现谁学到的东西最多。

“生活和实践是最生动的老师和课
堂。 ”我们要引领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学
习，做事无巨细的有心人，在日常生活中
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增强阅
读，扩散写作的思维，让学生体会到写作
的快乐。 同时，个性化和差异性是每个孩
子的内心独特感受， 让他们用自己的眼
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头脑思
考，用自己的心灵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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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当纷然熔铸在刻印之后， 剩下
的是否仍然抖落一身尘埃。

[1]
每年的寒暑假回老家， 俨然已成为

一年之中最期盼的情景。
我的老家在哪里，我自己也懵懵然，

支支吾吾道不出一个具体的位置， 只是
知道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山里头。 往年回
去，都是坐的火车。 那时红的蓝的火车票
上千篇一律地印着“岳阳—怀化” 的字
样，至于在怀化站下车以后，是怎么九曲
十八弯地在偌大的世界里精确地到达目
的地———这便是大人的事了———通常这
个时候，我都在睡觉。 当然，根本是睡不
着的，尤其到了那上蹿下跳的山路，真是
有种坐颠簸版过山车的感觉。

记忆中的山路，与那可爱又可恨的敞
篷车总是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共同构成
了“回乡”这个朴素而又简单的概念。

在车上，我每次都是搬把小木凳子，
坐在后面的托物板上。 由于那托物板上
有护栏罩着， 所以我至今也没有在三轮
车刹车的时候飞出去。 坐在后面， 一抬
眸，全是半年前的景，总会交织出抹不去
的亲切感。 微微流动着的空气，在鼻翕之
间不断地撩动，一颦一蹙之间，竟也融成
了不可磨灭的味道。

回乡的漫漫长路上， 那或葳蕤或扑
腾着的生机与绿色往往是最吸引我的。
有时看到山路某棵撒野的树把枝丫伸得
老长———长到在车上的我足以触及的地
方，这时我便会化身一位“专业的物理学
家”，迅速精准地通过路程与速度的计算
来分析摘下一片树叶所需的各种条件，
趁着大人不注意， 在离树叶只差那么一
点点时，猛地站起———得手！

那片“幸运”的树叶，最终也会随风
而去，化作春泥更护乡。

[2]
老家那座房子，外婆住左边，舅舅住

右边。 很小的时候，每次吃完晚饭后，舅
舅总会追着我玩， 会提出一些稀奇古怪
的问题。 我现在唯一还记得，有一次他问
我：1+1 什么时候大于 3� ？我苦思冥想了
半天，惊喜地说道：一等奖加一等奖大于
三等奖！ 全屋哄笑。 可正确答案是什么，
我早就不记得了。

记忆中， 外婆总是用那种慈祥和蔼

的目光注视着我，喜欢抱我，摸我的头，
不停地烤糍粑、烤地瓜，不停地夹鸡腿给
我吃。只可惜，三年前，外婆走了。那年我
中考，正为我的目标奋斗着，猛地得知这
个消息， 竟是如木偶般梗在那儿。 人走
了，最根本的东西也随着万千轮回，一去
不复返了。 每每看到那旧时记忆的承载
物， 我常思虑着它是否仍存有着那一份
价值。 褪了色的东西，有人还封存着，有
人却草草丢弃，倒也是各有各的道理。

记忆中的老家可不是什么青砖黛
瓦，而是木墙木地板木屋顶。 走在二楼的
木地板上， 拖鞋与木板之间的激情碰撞
总是格外清晰，“砰—哒—砰—哒……”,
敢情是在那儿跳踢踏舞呢！ 有时脚步声
音忽然停下，快速“咯哒”两声，便知道是
有人在二楼的卧室睡下了。

[3]
从老屋门前向前走十几步， 便是由

好多块简略的石头搭成的台阶， 石头的
缝隙中挤着几株不成形的杂草， 阶旁还
有一股儿清冽至极的流水。 向下十几步，
便又是一户木屋，再向下几十步，是一座
稻草与木头通力合作而制成的牛棚。 最
终目的可不在这里———踉跄百余步，山
回路转，便出现了记忆中的那条河。 水浅
则急，水深则静。 捡起一块半圆半方的石
头，用力一扔，远处深如绿潭的河水便晕
起一层层碧色的光圈，而又归于沉寂。

河流不深不浅之处，方是河流本色，
既少一份喧闹，亦少一份幽寂。 在悠悠然
的时间里，她悠然地哼着小调，向前，不
紧不慢，怡然自得，飘动着悠然的波纹。

小学时放暑假，每天下午来到河边，
衣服一脱， 直接一跃而下， 在水里直扑
腾。 常有不相识的小孩，前前后后也下了
水， 一起打起水仗来， 自来熟不怕生的
我，一下子就和他们打成一片。 最有趣的
是我“发明”的一种“高端”操作：将手垂
直立于水面， 使水淹没手掌大约五分之
一的地方，向前平推，一层很薄的水幕优
雅地向前铺展开来，微微向下倾斜。 看似
温柔缱绻，实际暗藏杀意。 这种既省力杀
伤范围又大的招式俨然成为我的“杀手

锏”，常常用来“制胜杀敌”。
初中后，我便不再下水了，只是简单

地用手去探知河流的宠辱不惊， 或是温
柔欠身， 在岸边找一块被岁月磨去棱角
的石头，在河面划出一条跳跃的音符。 我
常常这么认为，这条河，是有生命的。

[4]
可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记忆中的了。

高中两年，在两点一线中穿梭的我，从未
再归乡，乡渐渐模糊起来。

我期待着回去， 期待着那纯粹的淡
然， 期待着那熟悉的一切给我一个温暖
的拥抱。 我又害怕回去，害怕着当一切的
熟悉都添上陌生的味道的时候， 那种抹
不去的孤独与寂寥。 在我高三前的那个
暑假，我终究还是回去了。

[5]
莺归雁去常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记忆中颤抖的三轮车，已被 SUV 所

替代；尘土或泥泞的山路，也被混杂着柏
油味的水泥路取而代之。 柏油味与树木
的味道混杂着沉淀出来的味道， 却是有
种微淡的疏离。

山回路转之中， 那儿又出现了我熟
悉的……不，不怎么熟悉的老家：院后两
个沼气发酵的泛着怪味的深潭， 如今却
成了两个小小的鱼塘———鱼塘都不算，
只是养鱼池罢了； 前门的庭院竟也全部
硬化了———真是下了血本了———大到可
以停几辆车了！ 我估摸着是不是专门为
我们的车设计的。

老屋的外围是清一色的淡粉与淡白
的新石砖，掺着隐隐约约的本色，倒也是
旧颜梳新妆。 老屋左侧舅舅造纸的那个
地方，倒还保存着过去的老样子，在周围
环境的映衬下， 竟有些突兀了———到底
突兀在哪里，我其实并不清楚。

舅舅舅妈还是老样子，看到我，却惊
喜地喊了起来：“这么高了”“认不得了”
———仍是那熟悉的语调，淳朴的笑容。

打开手机，4G 标志竟然清晰地显示
着，张牙舞爪的，好像在炫耀着什么。

[6]
可我最想见的，还是我的那条河。

踏上已经被水泥覆盖的台阶， 心中
却没有因为脚下愈来愈浓的熟悉感而变
得激动，相反的，一种不安与焦躁却是愈
来愈深， 随着天边不真实的云雾蒸腾着
上升，缭绕在心头最迷茫的地方。 我不知
道为什么不安，我究竟在害怕什么，只是
心中的某些东西， 在推动着我一步步机
械地向前走着。

可回答我的，是一片苍凉。
后来妈妈告诉我， 为了增加财政收

入，县里搞了个旅游漂流项目，在河的上
游修了个水坝， 所以我们这里的水就越
来越少了。

我也亲自去体验了一下这项惠民工
程。 当水坝打开的一刹那，亦如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般的宏伟雄浑，气势磅礴，喷薄
而下， 河流卑微地企盼着吸纳着本该就
属于她的水。 多一点，再多一点！ 我默念
着，也许再多放一点，她就能把以前的故
事还给我了呢。

她终只是还给我一个浅色的梦境
罢———叹这河刺骨冰凉，怎能沉睡太长。
我是回乡了，可在乡的熟悉与陌生之间，
在乡的温暖与冰冷之间，我迷路了。 只在
此乡中，云深不知处。

[7]
我常想着，是不是我过分的狭隘，故

步自封在自己的回忆中， 对新兴的东西
带着一种我这种年龄本不应该有的抵触
感？ 还是对那条融入我生命质感的河流
保存着始终如一的莫名的情愫， 而本能
地反感破坏她的一切改变？不管如何，4G
建起了，房子翻新了，公路拉通了，生活
变好了，想必舅舅他们在乡中之人，总是
十分开心的吧。

作为一个生活的局外人， 拿自己的
回忆与他人的生活相比拼， 又是如何的
微不足道。 感叹之余，对自己说，这又何
尝不是一种必然？ 若是一味地想去挽回
过去，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私？

但是， 我不服气。 记忆中的美好东
西，凭什么会被一个个篡改？ 回忆中的美
好事物，凭什么一个个消失？ 新生事物的
冲击， 为什么就不能留下多一点点旧时
的味道？ 那本应好好封存的东西，为什么
不能与时间做对抗， 去守住本就属于自
己的一席之地？ 也许，只是因为，乡，已不
再是那个乡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