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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让初中作文教学生活化
!

市经济开发区中学 于娟娟

一、我国目前作文教学的现状

近代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提出“教学即生活”的

主张。他认为，教学活动不是学生未来生活的准备，

而是学生的一种生活过程，是学生经验的不断改造

或改组。因此，最好的教学活动是从生活中学习，从

经验中学习，教学活动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

活的预备。“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也是教

师在作文教学中值得思考，并能够掌握且熟练运用

的经验方法。

作文难写，作文难教，学生“怕”作文，教师“忧”

作文。基于对中学作文教学的观察和思考，造成这种

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者”在作文教学时陷入了如

下的误区：

（1）受模仿范例的束缚

让学生背范文，应付各种考试。平时只是注重语

文教科书的基础知识训练及课文理解，对培养学生

的作文训练只是简单带过，让学生背范文。考试的时

候符合题目的范文就按照记在脑子里的模式进行，

名为仿写，实为死背。

让学生购买作文参考书，应付平时的作文训练。

以范例指导写作，是传统作文教学的重要途径，这种

教学法的宗旨是让学生在模仿中掌握写作的一般规

律，若引导有方，的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是可借鉴的。但问题在于，教师在教学中常脱离学生

的生活实际，就范文谈写作方法、文章结构；以范文

作为模式，让学生机械模仿。

（2）作文测评不当

进行期中、期末考试时，为了统一标准，减少矛

盾，学校常常指派一位老师批改同一年级作文。有的

老师要求学生写多字数，不管内容如何，以得到喜欢

作文字数多的老师的青睐，从而得到高分。这是一种

存有侥幸心理的做法，有一种投机的心理。

（3）作文脱离学生实际生活

内容是学生能否写出好文章的关键。当前的作

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的偏向，有时表

现得还十分突出。由于教师在指导时重点突出了“怎

么写”，从开头、分段，到运用哪些优美的词句等，因

此，学生的思路被教师规定的模式框得窄小又单薄，

于是作文从内容到形式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既缺少

了个性，也没有了真情实感。不以学生生活为基础来

引导的作文教学模式，无异于“闭门造车”，学生的思

想受到牵制，个性遭受制约，作文成为无源之水，毫

无生活气息和儿童情趣，当然谈不上作文的兴趣。

（4）批改缺少反馈，忽视写作积极性的调动

学生面对作文的单一读者———教师，得到的反

馈仅仅是一个分数和一些模棱两可的评语，当然提

不起作文的兴趣，每次的作文教学

也不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初中作文教学生活化的

意义

作文教学培养的是学生的综

合能力，也是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在作文教学

中，最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而这

一切的来源就是生活，在文章中体现的也是学生对

生活的感悟。

教师可以从学生作文的字里行间去间接地了解

学生，便于对下一步教学计划的制定。学生通过在作

文的字里行间中表达自己对于身边存在的事物以及

发生的事情的感受，体现学生个体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教师可以从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帮助学

生健康地成长。学生也可以通过写作来锻炼自己的

语言表达能力，从书面表达也可以转换成口头表达。

同时写作也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升

学考试中需要写作，在高校毕业时也需要写论文。通

过写作，可以初步判断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对这个人

有初步的了解，便于教师开发学生的潜能，寻找不

足，能够全面发展学生。新的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就

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即所有学生的所

有方面，进行全面提高。

三、初中作文教学生活化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

析

（1）教师方面

没有重视生活对学生的重要性，忽略学生的写

作素材来自于生活。有可能更多地是应试教育的传

授，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造成这一问题的最主

要原因是教师对课程标准的理解不够深入，没有将

课程标准的思想深入教学。在选择教学方法时没能

够适应学生的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需要。

（2）学生方面

学生思想意识中对写作的态度不够端正。学生

对于教师布置的写作作业，只是当做一个任务来完

成，当做负担。所以他们在完成的过程中，大多时候

都是应付了事，仿照他人或是抄袭他人，没有表达自

己真正的想法，不能够理解写作的真正意义，也不能

够真正地体会写作对自己成长的作用。总而言之：对

于写作，学生没有浓厚的兴趣。

写作的素材来自于生活，学生并不是很理解这

一点。学生在平时对生活的观察不是很仔细，对写作

素材的来源比较依赖于他人作品中的事例，没有自

己的创新性。写作内容可以体现学生的个性，可是由

于学生抄袭他人的作品，并不能很好地展现自己的

个性。

总之，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是写作的规律，更是作文课堂教学的规律。长

此以往坚持下去,学生一定能写出语句流畅、感情真

挚、令人动容的好文章。

体健素养，小学奠定
!

市实验小学 张卫平

时常在报刊杂志，

电视媒体上，我们会看

见人们高谈阔论，要培

养高素养人才。而新时

代的人才要具备浓厚

渊博的知识素养，强劲有力的体健素养，在

新课程标准要求下，现今的体育教学更要努

力致力于怎样提高学生的体健素养和知识

素养。身体健康才是做一切事情的保障和基

石，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高尚的

体育素养。而且一切事物都应该从萌芽抓

起，教育就更应该从小抓起，而什么是体健

素养？体健素养又跟体育教学有什么直接的

关系和内在的联系呢？教学当中又应该怎么

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体健素养？

下面就以下几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明确体健素养的含义

什么是素养？素养即修养，素质。三者意

义相近，都指一个人的各方面能力，包括道

德水平，为人处世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等等。它涵括了品德、智力、体健、美学和劳

动等等。而体健素养就是指之中的“体育与

健康”。体健素养就是要通过体育教学，学生

们不断努力锻炼，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等

都得到提高，得到锻炼。早在上个世纪，人们

就已经开始研究体健素养，开始重视体健素

养的培养。通过体育课的锻炼，让学生能养

成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及体育

意识，让他们能够在日常中多参与体育活

动，具有一定的体育行为，通过体育运动发

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拓展他们的体育技

能，让他们在平时的体育运动、体育竞赛中

养成良好的品德，整体提高他们的综合素

养，为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全面的对社会有用

的新型人才埋下奠基石。

二、分析小学生体健素养现状

小学生处于智力体力发展的初级阶段，

对于体育知识的积累、运用科学体育的规律

就更少了，所以导致他们的体育素质相对地

薄弱。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小学生体育认知不清晰，运动意识薄

弱

小学生对于体育的认识，体育素养的认

知水平较为低下，处于思维认知的初级阶

段。在小学生看来，体育就仅限于上体育课，

他们对于课间活动认识缺乏，如：跑步、跳

高、跳远、篮球、足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等

等一系列的运动，他们就不认为这是体育运

动了，只因为这不是体育课。

2、小学生体育运动量少，行动缺乏

由于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展阶段，多参

加体育锻炼和体育活动，不仅能促进

身体的正常发展，使他们长得高、长

得快，还可以促进智力的发展、思维

的锻炼，使他们健康茁壮成长。由于

孩子们对体育意识薄弱，加上身体本

身弱小，以及作业重，还有现在很多

家长的不重视体育只看成绩的不正

确育人观点等等原因，导致小学生体

育运动量少，体育行为

缺乏。

3、小学生体育技

能薄弱，技术含量较少

体育技能即是指

某人在某项体育活动比较擅长的能力。体育

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发现自己的特长，培养

锻炼，让他们能掌握某种较强的体育技能。

比如：跑步、跳远、跳高、打篮球、踢足球、打

乒乓球等等运动，在日常体育教学活动中，

教师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锻炼，最终在某

种运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能力就是我们所

说的体育技能。小学生由于所处认知和接受

事物的特殊初级阶段，就导致了他们体育技

能薄弱等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

让他们不断提升自己。

4、小学生体育道德缺乏，体育精神缺少

体育道德即是学生们在体育活动中具

有的道德水平、运动精神等等。如：50米接

力往返跑，学生在参与这项运动中，既能评

价出他们跑步的速度，还能看出他们的团结

精神，还能考核出他们处理突发事件的体育

精神。如果掉棒怎么办？如何安慰摔跤的同

学？如何团结努力？如何持之以恒？小学生

体育道德缺乏，体育精神缺少，教师就必须

正确引导。

三、提高小学生体健素养的课堂实践

1、培养学生体健意识，养成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体育一个长久的活动，是人的技能。我

们的教学任务之一就是要教会学生积极主

动参与体育锻炼，明白体育锻炼带来的好处

益处，从而主动热情地参与体育运动，养成

爱好体育运动的良好习惯。

2、根据学情，安排教学内容

小学生包容了6岁至12岁或13岁的

孩子，他们的年龄不同，认知能力也不同，思

维能力也不同，教师教学面对的对象就不

同，教学的内容就必须不同。如：跑步，3000

米长跑就只能让初中学生参加，如果你硬是

要让小学二年级的同学参与，那这个任务是

不能完成的。如六年级的体育课，只让学生

练习整队，学生就会觉得太简单。所以教学

就是要根据学生具体的学情，去安排教学内

容。

3、多激励，培养学生自信心

在日常教学中，当面对学生出问题的时

候，我们就应该多鼓励，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如：在体育教学中，我们可以经常这样说：小

朋友你做得非常好，很不错哦，加油，下次争

取取得更好的成绩，老师信任你！从而培养

他们的自信心。

4、通过课堂实践、竞技比赛、知识认知，

提高小学生体健素养

小学生攀比心态严重，在适量的体育竞

技比赛的驱动下，会激发学生求胜的欲望，

从而提高体育素养。所以，好的教学者一般

都会通过适当的体育竞技比赛，提高学生的

体健素养。

雨中一幕
!

市经济开发区初中九（
!

）班 谢正丽

细雨绵绵，如同扯不断的丝，

剪不断的缕。我的烦恼就像这绵长

的雨丝，没有尽头。

想着刚才那一幕，心中又涌

起一阵委屈与酸楚：“为什么爸爸

妈妈为了一件小事，也要和我吵呢？为什么？或许他们根

本不爱我，不理解我！”想着想着，泪水又和着雨水流下。

再也不回那个家，那个没有爱意的冰冷的家！我心

中暗暗下着决心。

“爸爸！”一声呼唤截住我伴着雨丝的思绪，用这样

真挚的情感来叫这样一个词，在我已是好遥远的事。

雨，仍在下着，雨丝牵着我的烦恼在风中飘荡……

我注视着这雨中的父女俩，那父亲身穿单薄的衬

衣，嘴唇已冻成乌色。女儿套着一件对于她简直大得出

奇的外套，显然，那是她父亲的。

“爸爸，你冷吗？”稚气的童音。

“不！”父亲深沉的男中音，“你

穿好衣服，别着凉了！”他下意识地

摸小女孩瘦小的肩头，帮她扯了扯

外套。

“你背着我，爸爸，这样我们俩

就都可以穿这件衣服了。”那父亲笑了，背起了小女孩。

女孩用手背擦着父亲脸上的雨水，那父亲满脸都在笑。

我在雨中伫立，望着他们的身影消逝在雨雾尽头。

啊，伟大的爱，无私的爱！我的感叹在雨中延绵、延绵……

蓦地，心中好像明白了什么，于是父亲深沉的眼神、

无言的沉默，母亲关切的眼神、急切的询问从我脑海掠过。

那就是爱，那就是理解啊，我差一点在这雨雾中失却了你！

雨依旧在飘洒，那雨丝却变成了母亲的手抚着奔跑

的我，我要赶快去寻找回那属于我的理解与爱，我要紧

紧把握。

我推开家门，啊，好温暖！ 指导老师 赵桂珠

常州恐龙园之行
!

市赞化学校七（
"#

）班 彭俊伟

下午4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颠簸，我们一家人终于抵达常州恐

龙园。

在车上熟睡中的我突然被哥哥

拍了拍脑袋，我揉揉眼睛透过窗外

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碑石上苍劲有力的大字“常

州恐龙园欢迎您”。我激动得一蹦三尺高，没料到撞上

车顶，引得家人哈哈大笑。

下车后，我们便挤进长长的队伍排队买票，这种情

形真令人哭笑不得。约摸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检完票，

好奇的我迫不及待地拉着哥哥冲进恐龙园，直奔“水火

动力”。排队过后我忐

忑不安地步入悬空的

甲板，选准最中间的位

置。望着安全带将我紧

紧扣住，又望了望脚底

的甲板慢慢收回，露出

一片湖，恐惧感顿时袭上心头。我不

停地摇晃安全带，生怕没系好。

3，2，1———“哧”地一声，机器慢

慢往上移动，我不住地平息内心的

恐惧。随后机器缓缓转了一圈，突然

机器飞速旋转720度，惊得我紧闭双眼，紧紧抓住安全

带，总感觉自己要被甩飞出去。忽然“轰”地一声脚底喷

出熊熊大火，我“啊———”地尖叫起来，差点吓得魂飞魄

散。途经“水火动力”几番玩命折腾后，终于消停下来。

下来后，我色若死灰，六神无主，总感觉脚下轻飘飘的，

站都站不稳，走路晃来晃去。

玩过“过山龙”“飞跃恐龙山”“通天塔”等设施，我

便去“水世界”好好冲了个“热水澡”。最后又来到恐龙

园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许多恐龙化石，了解了许多关于

恐龙的知识。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我们踏上返程之路。常州恐

龙园之行真是乐趣无穷。 指导老师 俞永军

书香满屋
!

市实验小学五（
$

）班 仇逸佳

我生活在一个书香

满屋的家里，爸爸、妈

妈、我，都喜欢看书。

走进我们家的书

房，就会闻到一股浓浓

的书香，令人心宁神静，心旷神怡。

我们家的书橱很大，占了书房一半

的空间，依次排着爸爸的法律、历史书，

妈妈的文学、教育书和我的各式各样书

（真头疼，不知道怎么分类），平时，它们

都乖乖地生活在一起，从来不抢别人的

地盘，也从来不打扰别人的生活。

我们一家人都爱看书，只要一有时

间大家就爱钻进书房看书。

爸爸喜欢看历史书，最喜欢研究历

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们，读起书来总是一

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有一次，我有道奥数

题不会做，就问爸爸：“爸爸，这道题怎么

做？”爸爸正在看书，可能是太入迷了，所

以没有理我。我又问爸爸，爸爸还是没

理，我有些生气了，大喊一声：“爸爸，这

道题怎么做？”爸爸这才抬起头，好像刚

刚睡醒似的，说：“啊，吃饭了？”我真是哭

笑不得。

妈妈是位高中语文老师，她喜欢看

文学类的书，她读书的劲头更是吓人，一

本书只要开了头就一定

要把它看完，否则饭也

不吃，觉也不睡，连上厕

所也都带着一部《明朝

那些事儿》，9本，每本

接近400页，她10天就看完了。很多时

候妈妈都是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拿着书在

看的。今年暑假，我马不停蹄地看这套

书，可是，一个暑假两本都没“啃”得完，

真佩服我的老妈！妈妈喜欢看书，还喜欢

在书上做标记，还喜欢在本子上做摘录，

她总告诉我不动笔就不要看书。

我受了爸爸妈妈的影响，也特别喜

欢看书，不管什么书我都喜欢读，爸爸妈

妈也从来不规定我看什么书。对我而言，

书是什么？书是我，我是书。从《小猪稀里

呼噜》到《中国卡通》，从《神奇校车》到

《古文观止》，从《安徒生童话》到《哈利·

波特》，从《十万个为什么》到《本草纲

目》，我都喜欢看。它们有的让我开怀大

笑，有的让我泪水涟涟，有的让我开拓视

野，有的让我增长知识。每天睡前我总要

看会儿书，睡觉时枕头边放一本书才能

进入梦乡。

我爱看书，我爱我家！

指导老师 王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