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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实践新课标  感受新景观 
◆穆振成 

（山东省博兴县博奥学校）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也是衡量语文教学成败的

一个重要指标。可是，长期以来提高作文教学质量是一座久攻不
下的堡垒。究其原因这与我们的作文教学思想、作文教学观念落
后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深入研究《语文课程标准》，我才悟出
要想让学生写出有悟性、有灵性、有个性的好文章，需要我们用
期待的目光、真诚的话语把学生引入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让我
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期待和赞美中，张扬个性、流露童真、超越自
我。 

一、随着心灵的沟通互动 
《课程标准》对写作初始阶段的目标设定，特别强调情感态

度方面的因素，把重点放在培养写作的兴趣和自信，让孩子愿意
写作、热爱写作，变“要我写”为“我要写。可是，真正做到这
一点，需要教师俯下身子，敞开心扉去呼唤每一颗生命。 

本着这一思想，在进行作文“我最后悔的一件事”的教学时，
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让学生说说自己经历过的最后悔的事，而是
这样处理的——“同学们，有没有兴趣听一下我和我母亲的故
事？”在同学们做好准备侧耳倾听时，我便讲起了我和母亲的故
事。在听了我的真实的故事后，孩子们好像找到了感情的寄托一
样，都毫无忌惮的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有的同学说：“我买
甘蔗时，偷拿了寒风中瑟缩着的甘蔗老人的一棵甘蔗……”还有
的同学说：“为了买英语点读机，我曾和妈妈大闹一场。可是当
暑假里我亲眼目睹了烈日下爸爸在工地上推小车的情景时，我流
下了后悔的泪……”此时此刻，在与老师进行心灵沟通的同时，
同学们已经进入了状态，一股我要倾诉的力量支配着学生去说自
己的故事，去讲自己的经历。用班内志豪同学的话说：“这样我
们的作文怎能写不好呢？” 

所以，只要我们敞开心扉，用期待的目光去关注每一个孩子，
用心灵去呼醒心灵，我们的孩子就能表现的敢说、敢做、敢打、
敢闹，他们的童心、稚气，甚至那股憨乎乎的“傻”劲就能张扬
出来。我们的课堂也会在心灵的沟通中碰撞出生命的火花。 

二、乘着想象的翅膀飞翔 
写出个性，有创意，才是作文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一点，在

国际上都已达成了共识。早在 1 996 年，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
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也指出：“教育的任务是毫
无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创造潜能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一目标比其他所有的目标都重要。”可是如今，我们学校的作
文却是千篇一律、千人一腔，模式化严重。而造成这种情况，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学生缺乏想象力，特别是创造想象力。鲁迅先生
也曾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
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
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在新理念和鲁迅思想的启发下，在平时的作文教学中我开始
抓住一切机会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如在进行“我喜欢的玩具”这
一写作教学时，当学生抓住事物的特点，按一定条理把事物介绍
具体的基础上，我又向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学们开动
你们智慧的列车，想一想，怎样才能让你们的玩具既能让你的同
伴羡慕，也能让未来的小朋友喜欢呢？下面以小组为单位，把你
们设计的物品画下来，请出一位推销员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没想到，问题一提出来，教室里就沸腾了，学生也兴奋了。他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纷纷，还不时的画了擦，擦了再画。一会
儿工夫，他们的作品完成了。有的同学说：“我们要给我们的洋
娃娃安上一对翅膀，在洋娃娃的身上安上一个遥控装置，只要我
们一按遥控按钮，洋娃娃的翅膀一扇，便能飞起来，洋娃娃就变
成了天使，她便能带着我们的祝愿跨越时空，飞上月球与嫦娥对
话。我想，我们的玩具肯定会让所有的小朋友喜欢的。”还有的
同学说：“大家看，我们给我们的小飞机加上个底盘，安上了一
个螺旋桨，还给它设计了四个轮胎。这样，我们的玩具就变成了
一个海、陆、空三用的玩具。它能带着我们去看海，乘着我们去
旅游，载着未来的小朋友探索宇宙。老师，我们的玩具肯定会让

大家喜欢，对吗？”……可见，在我们的启发、引导、支持下，
孩子的稚气、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稚气与天真中创新的“幼
苗”一次又一次的破土而出，在创新中学生的作文也实现了张扬
个性。 

这样，教师为学生撑起了一片自由飞翔的蓝天，学生的想象
之鸟也一触即飞，脑海中会浮现出新颖、生动的意想，每给一次
这样的作文，学生的想象力便得到一次锻炼，生命体验也得到一
次拓展，创新的萌芽便又一次破土而出。我们的课堂也因为有了
学生的奇思妙想而方显生命本色。 

三、伴着真诚的赞美成长 
《课程标准》中也指出写作的兴趣和自信，作为一种内驱力，

还来源于写作的合作和交流中所产生的成就感。马克•吐温也曾
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快乐两个月。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赞美是一种鼓励；赞美是一种肯
定。赞美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美丽，赞美可以把人世间不协调
的声音变成美妙的音乐，赞美可以激发人的自豪感和上进心。也
许一次小小的赞美就能改变人的一生。 

在意识到学生害怕作文、厌倦作文的原因是学生缺少成就
感、缺乏自信后。我开始试着从评语改革入手去激励、唤醒、鼓
舞学生。 

1．赞美抒情式评语。如果说学生作文离不开情，教师的评
语更离不开情。当学生把作文当作向学生表露情感的舞台时，教
师的评语就应该是展开自己对学生寄寓赞美的天地。这样的评
语，是学生作文在教师笔下的延伸，当学生看到自己的作文能迸
发出如此深情，得到如此评价，他们心中的习作就会再次迸发出
来。 

2．谈心启发式评语。蹲下来看孩子，你就能看到孩子眼中
丰富多彩的世界。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能蹲下来，把孩子当
作朋友。为了实现这一点，我采用了谈心式评语，创设了良好的
评价氛围，拉近了师生关系。谈心启发式评语使教师在学生心中
不再是严肃古板的模样，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在我们班中
学生从作文评语中读到的不仅是对作文的评价，还有师生间心灵
的沟通。 

3．婉约希望式评语。对学生的评价，断然不可以为高抬，
有时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棒喝”，但这种评语应是善意的、委婉
的。笑中的批评能寓教于乐。他们从老师的评语中悟出了老师的
一片苦心，将感激化作动力，将感情释放出来。生命也在此中得
到了一次提升。因此，我们应该把真诚的赞美留给每一个孩子，
以便让每一个学生在赞美的话语中常常体验到成功的快乐而增
强信心，以便让每一个学生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不断超越自我，
亮出生命的光彩。 

总之，“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要努
力实现以人为本，教师要努力做到关注生命、感受心灵，为学生
的一生做打算。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我们的呵护、关爱、赞美中
乘风破浪、阔步向前、超越自我、展现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