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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议如何引导真情的写作 
◆石佳水 

（福建省南安市眉山中心小学  362315） 

 
“我坐在教室里，期盼着石老师的到来。这时，一个剃着板

寸头的男士从门外走进来，我定晴一看，那好像是老师，但似乎
又不是，最终直觉告诉我，那是石老师。顿时，我心中乐开了花:
“三日不见，石老师怎么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小丑了？”一个同学
幽默地说:“石老师的头发就像钢针，又像是刺猬。”“太难看了，
张老师都变成妖怪了。”同学们小声地议论着。可石老师一点也
没有觉察到同学们的情绪，还在得意洋洋地炫耀着:“同学们，
老师的发型漂亮吗？”“难看死了，简直像个刺头！"”大家异口
同声地答到。张老师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讪讪地说:“不会吧?
我感觉抵好的……” 

这是本人刚做完“时髦”发型后第一天与同学们见面的情形，
发觉孩子们议论纷纷，于是借此机会让学生完成一篇小练笔。以
上就是从学生作文中摘抄的一段。在习作中几乎每个孩子都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真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不知道自然美才是真的
美呢？”“连石老师这样的人都赶起了时髦，看来时代的潮流是
谁也抵挡不住的”……由此笔者想到，写作真的是一项触及心灵
的活动，一旦心灵被某件事、某个物、某个人所触动，学生立刻
就能纵横驰骋，真情表达，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倾
情写作的境界。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老师“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调动
学生观察思考和练笔的积极性。要引导学生写熟悉的人、事，景、
物，做到说真话、表达真情实感。”怎样表达真情呢？恰好在新
作文论坛上看到李冰霖老师的“情感交流式”的习作指导模式，
很受启发，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并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 

1、创设情境，激发真情 
叶圣陶先生说过:“作文应该是我心中有感，感情的波澜冲

击我，有说话的欲望，这时我就要倾吐。”我们面对的是小学生，
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他们的情感总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教师
要注意创设情境，让学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因此，教师
要采用故事引题、谈话引题、情景引题等方法，创设并把学生带
入丰富情感的教学情境，营造一种浓郁的情感倾吐氛围，让学生
产生想心里话一吐为快的情感冲动。记得那是上《难忘的启蒙》
的公开课，在教学的最后环节，笔者向学生敞开情感之门，动情
地朗读着《谢谢您——老师》 的下水文。读着读着，泪水不知
不觉地流了下来，孩子们的眼里也储满了泪水，以至当上课铃响
后说了好几声“下课”居然无人起立，孩子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接下来的一节课让学生写写自己的老师。因为学生的情感被激
活、感染，那篇作文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指导，学生一气呵成，出
现了许多感情真挚的好文章。还有一次情景让笔者永生难忘。那
是上《妈妈，我想对您说》的作文课。课刚开始，先让学生听《烛
光里的妈妈》这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接着以《懂你》为配乐，朗
读以自己的童年中妈妈送我去上学站在高高的山项上一边向我
挥手一边喊:“你大胆地走吧，妈妈在看着你，别怕”的情景写
成的下水文，听着听着学生居然嚎淘大哭，于是一边哭一边回忆
起妈妈无私的爱的事例。这样的情景下完成的习作，就是鲜话的
生活写照。情感是作文的原动力，只有激发学生的写作冲动，充
分调动学生的习作情感，才能使师生在和谐愉快的写作氛围中进
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在激情满怀中享受到创作成功的喜悦，使
作文教学富有生命力。鉴于此，笔者有意识地开展多种活动，创
设各种情景，让想象世界的灵感闪现，自然物语的别样倾诉，童
年时代的七彩梦想，心灵之间的脉脉温情都通过创设各种活动让
学生诉诸笔端。 

2、回忆生活，燃起真情。 
写文章需要灵感，而灵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情感的推

动下，在某些情境的触发下，立足现实而有跨时空地展开联想和
想像，再现记忆中的经验。因此，教师要善于抓住凭借，通过凭
借进行类比联想、接近联想、移位联想和对比联想，触发学生回
忆生活，让他们“定格生活小镜头”，重温往昔的乐事、要事、

趣事，并在学生的头脑中再现出来，引发旧情，点燃心中的情感
之火，在习作中展现实实在在的真感觉。比如，在教学完《荔枝》
后，要求学生完成一篇歌颂母爱的文章，于是“母爱是风雨中半
把倾斜的伞”、“母爱是一顿严厉的鞭子”、“母爱是一次次的长途
电话"、“母爱是口渴时一杯清甜的开水”、“母爱是耳边断断续续
的唠叨”……这些像诗一样优美的语句从学生的笔下潺潺流出，
而且在习作过程中思路开阔，真真切切地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
受，篇篇习作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令人耳目一新。 

3、打开心扉，流露真情。 
要做到如老舍先生所说的那样:写从心理掏出来的“真心

话”，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孩子的心灵，赋予学生情感自由，营
造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让学生“情动而辞发”。可以通过
师生、生生聊天、对话、交流，引导学生在自由表达中倾吐情感。
比如《老师似乎缺少点什么》这个题目明显是写老师的缺点的，
但学生不敢下笔，于是笔者以自己为靶子，让学生说说缺点，“老
师我说了您的坏话，你会生我的气吗？”“保证不会，老师特别
喜欢别人提意见，因为只有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才会进步。”我
非常诚恳地说。“如果我写了其他老师，您也能保证不泄露作文
的内容？”学生还有点顾虑。“我给你们的作文买三个保险！如
果我泄露，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任何赔偿！”学生这才放心了。于
是一个个老师的形像出现在学生的笔下:“我觉得老师似乎缺少
点什么，有一次，她答应给演讲前三名的同学发奖品，可一看，
前三名没有班长，她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我觉得，当一个老
师应该说话算数，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学生在畅所欲育的环境
中，倾吐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真正做到怎样想就怎样写，说真话，
吐真情。 

4、交流评价 ，体会真情。 
习作的讲评是学生情感的又一次体验与交流。在作文评价

时，教师要满腔热情地呵护童心、童真，对学生真情流露处要细
心捕捉、放大亮点，用充满激情的评语大力地赞扬，同时渗透作
文写作方法和谴词造句、表情达意的方法，引导学生通过语言交
流、情感交流、思想交流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习他人的优点，尊
重他人的情感。同时，特别注意指导学生根据自己表达情感的需
要，自由交流感情，自主修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