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我错了
! 市实验小学三（!）班 常峻宇

妈妈是我的保护神，我爱妈妈。
可上个星期三，我让妈妈生气了。那

天，我们班举行外语考试，由于粗心，我只
考了 88分。我知道，这个分数妈妈肯定
不满意。于是，我用红水笔将卷子上的叉
子涂掉了几个，改成98分。

回到家里，妈妈问我考了多少分，我底气十足地回
答：98分。妈妈非常开心地笑了，还拿好东西给我吃。突
然，妈妈的手机叫了。坏了，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果然

是老师发给妈妈的信息。只见妈妈面孔由
原先的晴空万里立即化为乌云密布。我屏
住呼吸，准备迎接她的惩罚。

一阵沉默之后，妈妈十分平静地对我
说：常峻宇呀，考差了，妈妈可以原谅你，

今后加油就行了。可是，小孩要诚实，千万不能说谎啊！
妈妈的话如同一副猛药，让我警醒。我一头扎进妈妈

的怀抱里：“妈妈，我错了！”
指导老师 朱琳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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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读：提高阅读效果的有效途径
! 市外国语学校 赵双静

默读是独立阅读的主要方式，它省去了
发音器官的活动，视觉接受文字符号后，直
接反映到大脑，立刻进行译码、理解，所以，
速度比朗读快。进行有效的默读训练，对于
提高阅读效果大有裨益，笔者在教学过程中
进行了一些有效尝试。

默读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让学生学会正
确的默读方法。学生正确默读方法的掌握，
离不开教师的训练和指导、强调与监督。良
好默读习惯的养成需要教师循序渐进、持之
以恒地加强指导与监督。默读训练之初就要
让学生明白，默读是用眼睛看，大脑记、想的
活动，注意纠正出声读的现象。训练时要求
学生做到外显的“五不”：不动指、不动唇、不
出声、不摆头、不晃身。

学生刚开始接触默读时，只用眼睛看无
法感知文字的内容，更别说识记和思考。学
生会不自觉地小声读。此时教师一定要加以
纠正。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这个问题，让学生
在开始的时候就能按照正确的方法默读，教
师可以朗读课文学生听，学生嘴唇不动，只
用眼睛随着教师的读书声默看课文，无形中
迫使学生的视力和思维同时积极活动。这样
经常练习便会养成正确默读的习惯。依靠

“眼动”的默读速度比借助“唇动”的默读速
度要快得多。受过默读训练后学生在相同的
时间内获取的知识量就会提高很多。此外，
在训练之初，要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文章进行

默读训练。
带上问题读能让学生集中

注意力去品读课文，把思维集
中在课文的重点、难点、关键
上，不容易被课文中其它内容

吸引。因此，教师提出的问题要有针对性，一
般有：与课后练习有关的问题；学生以获取
知识感到新奇的问题；学生最感兴趣的问题
等。这些问题不能一次解决，必须有侧重，分
个解决。给学生指定句、段并提出这一句或
段的问题。在课堂训练的同时要锻炼他们自
己默读，自己找答案，这样有助于学生学习
正确的读书方法。

大多数学生在默读时是由一个字“移”
向另一个字，一个字或词并不能表达一个完
整的思想，一个完整的思想是由一句或几句
话构成的，因此最好让学生掌握由一组词

“跳”向另一组词的甚至是整句快速默读的
方法，尽量扩大视知觉的范围，加快默读的
速度。具体做法是：从开始做默读训练之初，
教师就有意识地进行字、词、句、段、文章的
阶段训练。从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一段
话，最后到一整篇文章，进行训练，要有一个
递增趋势。默读训练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
期才会看到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使学生在阅读时能充分扩大视知觉的范围。
先呈现一句，然后加长到两句、三句直到一
段。最后力求从一行“线”的“扫视”，逐步扩
大到对一个“小面”的文字直视，成为眼脑直
映的“照相机”，连贯起来复述，连成一篇小
短文。如果复述不清，就再呈现一次，默读后
再复述。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也就相应地得
到发展。

浅谈低年级口语交际教学
! 市实验小学 张舟

统编版教材一年级共选入四个口语
交际话题，分别是《听故事，讲故事》《请
你帮个忙》《打电话》《一起做游戏》。面对
这些风格不同的题材，在教学的时候，一
定要根据题材的实际和学生年龄小的特
征，进行丰富有效的导入。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一、导入要丰富有效
《听故事，讲故事》属于独白类交际活动，《打

电话》则是属于生活中真实的交际环境，而《一起
做游戏》则是打破了让单纯的独白式讲解游戏规
则的常规做法，通过两幅情景图示范游戏规则。
教学《听故事，讲故事》的时候，可以这样导入：同
学们喜欢听故事吗？今天老师要和同学们一起讲
一则有趣的民间故事《老鼠嫁女》，老师先讲，老
师讲完后同学们讲，大家有信心吗？在说这段话
的时候，语气语调可以活泼些，可以适当做一些
夸张的动作。这样的导入既符合题目的本意，又
能一下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为低年级学生大
部分都是喜欢听故事的，能调动学生的兴趣。

又比如进行《请你帮个忙》的教学的时候，可
以联系前不久学习的课文《小公鸡和小鸭子》进
行导入：不久之前，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小公鸡
和小鸭子》，还有哪位同学记得啊？小公鸡和小鸭
子之间是怎样互相帮助的呢？由于学生刚学完这
篇课文，肯定有印象。等学生回答完以后，接着提
问：如果你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了，是不是也会
想到请别人帮助呢？可以举例具体说一说。这样
导入，既联系了前面的课文，唤醒了交际需求，也
让学生的思维一下子打开了。

二、练习要生动有趣
口语交际的教学和识字教学一样，也是需要

练习的。因为低年级的学生年纪还小，机械、单调
的练习会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影响课堂效率，
所以设计的练习一定要生动有趣，只有这样，学
生才有可能接受练习，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比如在《打电话》的教学中，可以设计这样的
练习环节：模拟约学生踢球，老师拿来足球和电
话的道具，同时提供对话的支架。同学 1：你好！

请问…… 同学 2：你好！我是……，我也……同
学1…… 同学2……由同桌表演展示，其余学生
做小听众评价。由于有了道具，学生积极性会被
调动，同桌之间做这样的练习更感觉是做游戏。

还可以模拟向老师请假，小组同学确立向老
师请假的原因，开始演练，然后小组表演展示，学生
评价。可以这样对学生说：现在我们小组来比一比，
看看哪个小组表现得更好。这样，学生有了求胜心
理，会觉得这样的练习更像是一场有趣的比赛。

三、评价要科学多元
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决定了教学评价的时候

一定要科学化、多元化，不能都是同一个标准，因
此，教师设计评价标准一定要精心。

比如《听故事，讲故事》可以这样设计：1，借
助插图讲故事。以小组四人为单位，学生借助插
图，第一次组内讲故事。可以接龙讲，每个同学讲
两幅图画的内容，也可以依次轮流讲一个完整的
故事。要求声音响亮，让别人听得清楚。同学讲得
又清楚又响亮的，用你的方式夸夸他。讲得不够好
的，请你帮助他。2，添加表情、动作讲。学生第二次
小组内练讲故事，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图中人物的
表情、动作，结合自己的想象，加上表情、动作来
讲。其余同学评价看他讲故事是不是清楚、响亮，
是不是自信大方。3，组内独立讲故事。学生第三次
组内讲故事，不看书、独立、完整地讲故事，加上表
情、动作来讲，鼓励学生加上自己的想象适当发
挥。4，上台当众讲。指名上台当众讲故事。

评价科学地分为三个等级。故事小王：能够
清楚、响亮地讲故事。故事大王；能够清楚、响亮
地讲故事，能加上适当表情、动作讲。超级故事
王：能够清楚、响亮地讲故事，加上适当的表情、
动作讲，能发挥自己的想象补充没有的内容。通
过这样科学多元的评价，学生能看到自己的不
足，从而会不断努力。

钓鱼记
! 市赞化学校八（"#）班 徐业成

今天放假，可是一大早，
我就一反常态地自觉起了
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和
妈妈要去钓鱼。我可是一次
鱼也没有钓过，自然无比激
动，很期待呀。

吃过早饭后，我和妈妈收拾好鱼竿和钓
线，又挖了一些红蚯蚓，便直奔老家屋后的
小河。

到了小河边，妈妈麻利地准备好渔具，
又搬来了一个小凳子，就开始钓鱼了。

我把鱼竿抛了出去，可是浮子全部沉了
下去。就算我没有钓过鱼，我也知道这种情
况不正常。我连忙把鱼线收了上来。把浮子
之间的间隔调大了一些，终于好了。我又把
线抛了下去，这下，浮子正常工作了。

过了一会，我感到鱼竿似乎震动了几
下，连忙提竿。鱼钩上空空如也。“你提什么
竿？”妈妈责怪我。

“鱼竿动了下。”我连忙解释。
“动什么动。我盯着浮子呢。”我不敢多

说，连忙“正襟危坐”。
过了很久，一条鱼也没有咬钩。“要不要

提上来看看？”我问妈妈。“急什么急，再等
等。”又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按捺不住，提起
来一看，哪还有鱼饵的影子？早被鱼吃光了。
唉，出师不利。我又翻出一条小得可怜的蚯
蚓，把它穿在了鱼钩上，继续开始漫长的等
待。

一开始，我很有耐心，眼睛盯着浮子。可
十几分钟过后，我渐渐地坐不住了，屁股在
凳子上扭来扭去，心像火燎一般。每一秒都
是那么漫长。眼前的景色一成不变：马路上
鲜有人经过，对面的老屋也似乎没有人；水

面波澜不惊，一丝风也没有；
河边的芦苇沉默地站着，一
言不发；浮子无力地浮在水
面上，似乎这辈子也不会再
动一下……时间似乎停住

了，一切都静止了，只有我不耐烦的抱怨声。
除此以外，就是寂静。妈妈也不知跑哪去了，
只有我与这沉默的风景相对无言。

这鱼儿，怎么就不咬钩？
又过了半小时，我实在要崩溃了，浮子

一动不动，妈妈又不知去向，我一个人傻坐
在河边无所事事，这场面似乎有些可笑。我
强忍住扔下钓竿的冲动，逼着自己把注意力
放在浮子上。这该死的浮子居然还是一动不
动！如果浮子是人，那我一定会将它掐死。

就在我的耐心快要消耗殆尽的时候，浮
子突然动了，并快速下沉。“有鱼！有鱼！”我
像打了鸡血一样，一下子跳了起来，连忙提
竿。有些重，看来鱼还不小呢！不过，再重也
是条鱼，我很快就将它提了上来。一条昂刺！
它足有二十厘米长，三个指头宽。

妈妈也不知从哪儿突然冒了出来，拿着
手机对着我和我的鱼一顿狂
拍。估计又要发朋友圈了。

我激动极了，都忘了该
干些什么，只是站在那里傻
笑。等了这么久，终于收获
了！妈妈说：“快把鱼拿下来
呀。”

有了第一条，我信心大
增，似乎找到了点钓鱼的感
觉，耐心也大增了。这天，我
们一共钓到了六条大昂刺
鱼。 指导老师 韩顶兄

除夕的萝卜糕
! 市外国语学校 唐传江

除夕那天的早晨，全家人起
床后，都纷纷给爷爷拜年，祝愿爷
爷幸福长寿。爷爷格外高兴，笑呵
呵地说：“今天咱们按台湾风俗过
年，我给你们做萝卜糕吃。”

爷爷早就给我们讲过台湾亲人吃萝卜糕的
故事，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做过，今年我可要仔细
领教爷爷做萝卜糕的手艺并品尝萝卜糕的味道
了。我和爸爸很快收拾好屋子。按照爷爷的吩咐，
全家五口人都为做萝卜糕忙碌起来。

爸爸一边剁着肉，一边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
哼着别有风味的歌曲，逗得全家哄堂大笑。我边舀米，
边看大家。爷爷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笑得胡子翘得老
高，他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磨米声、剁肉声、欢笑
声充满了全家，奏成了一支欢快的交响曲，真热闹啊！

爷爷戴着老花镜，用我们准备的原料，精心地

做着萝卜糕，一会儿和面，一会儿
拿萝卜丝，一会儿往里放肉，一会
儿又往里倒佐料，动作是那样娴
熟。不到一支烟的工夫，一个又大
又圆特别精致的萝卜糕展现在全

家人面前，我鼓掌为爷爷喝彩。爷爷小心翼翼地把
制作好的萝卜糕放到盘子里，放进高压锅里蒸去
了。过了一会儿，高压锅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
恨不得马上吃到口。爷爷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笑
着说：“传江，可别流口水呀！”一句话，把大家都逗
笑了，我不好意思地扑到爷爷的怀里笑了。

晚上，全家围坐在一起，一边谈论着过年的
喜悦，一边吃着爷爷给我们做的萝卜糕。看到我
们个个吃得这么香，爷爷满意地笑了。

过年的日子真好，可以吃到爷爷做的萝卜
糕，多幸福啊！ 指导老师 赵桂珠

雪中情
! 市赞化学校七（$）班 仇逸佳

恰逢周末，我们全家来到奶奶的小院
赏雪。

雪后的太阳明朗温暖，但“霜前冷，雪
后寒”的谚语总有一些道理。我的小弟弟
也许是抵挡不住皑皑白雪对他的诱惑，来
不及等爸爸妈妈坐下来休息，自己拿出我们的一堆户外
防寒物品。眨眼间，他居然已经偷偷地溜出了大门。唉，这
淘气包！我麻利地准备好了一切，也溜了出去。哇！太久
没有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时光了。天空一碧如洗，太阳绽放
出最明媚的阳光，白茫茫一片雪地是那样厚实，那样柔
软，那样净化心灵。

从我记事起，但凡下大雪，我们全家必
定堆雪人。开工了，我和“老顽童”爸爸、“女
汉子”妈妈分配好工作：妈妈负责铲雪，打
基础这么笨重的活非“女汉子”妈妈不可；
我负责滚雪球，并仔细“修打锤炼”；爸爸这

个“老顽童”则负责做装饰，他总有许多滑稽可笑的点子，让
他做这个就是画龙点睛、锦上添花呗。第一次加入堆雪人联
盟的小弟弟，负责喊加油。毕竟有喝彩才有坚持嘛……我正
忙活着，突然发现，弟弟有样学样，正卖力地捧着雪，还大口
大口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穿了那么多厚衣服略显笨重的小
个子，简直就像一个圆滚滚的大皮球。 指导老师 孙诗萌

三八节，我帮妈妈带弟弟
! 市实验小学四（%）班 韩韵萌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想来想
去，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帮她洗
脚？捶背？太老套了。妈妈每天带弟
弟那么辛苦，我就帮她带会弟弟吧！

放学回到家，我从妈妈手中把
弟弟夺过来，说：“妈妈，今天你休
息，我来帮你带弟弟吧。”

妈妈本来不同意，让我好好写
作业，无奈我软磨硬泡，她只好把弟
弟交给我，并叮嘱我千万要小心，弟
弟很调皮，不行就还给她抱。我让她
放心，就抱着弟弟坐在沙发上，打开
电视机，看起了电视剧。看着看着，
一声巨响，我才注意到我手中的弟
弟，哇！原来他闯祸了！他把茶几上
精美的茶具打碎了，把请客人吃的
瓜子、干果撒了一地，又把花瓶里美

丽的鲜花给折断了，那可是
我送给外婆的礼物啊！我生
气地大骂：“你这个小坏蛋！”
骂完还打了一下他白白嫩嫩
的小胖手，他“哇”地一声哭

了起来！
我刚才还生着气，现在又因为

他的哭而心疼了。妈妈这时候跑了
过来，了解事情的原委，安慰我一
下，然后把弟弟抱走了。我一个人默
默地把地上的碎片、瓜子、干果打扫
干净，再把茶几用抹布擦干整理好，
这才舒了一口气。想起每天放学回
来妈妈那忙碌的身影，我打心眼里
佩服她、心疼她！

带孩子、做家务真是太辛苦了，
妈妈还要上班。以后，我要更加独
立，管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也不帮
倒忙了，让妈妈少操些心。我想，这
就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指导老师 汤志娟

学滑板
! 市城北实验小学三（&）班 王梓煊

今天，爸爸买的滑板到货了。才拿
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盒，想
看看到底长啥样，好不好看。打开一
看，原来是黑色的，中间还有一个白色
的图案，简直帅呆了。

我立刻站了上去，没承想摔了个四脚朝天，妈妈看
到了，不禁捧腹大笑，爸爸在一旁也无可奈何地摇头。爸
爸说：“熟能生巧，我才买回来，你当然不会了，以后就让

‘为师’来教你，保证让你两天学会。”我半信半疑，只好
圆爸爸一个“师傅梦”。

练习的第一天，爸爸要我站上滑板，用身体保持平
衡。我一不小心就从滑板上摔了下来，又变成了一只“癞

蛤蟆”。我有点灰心，不太想学了。爸爸
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真想前功尽弃
吗？那就是毁我王师傅的名声。”我不
服气地说：“爸爸，你笑我，你来滑呀。”
爸爸得意地说：“你爸爸我当年可是

‘滑板高手’，怎么可能不会呢？”他站上滑板，滑了起
来，可没过多久，一个“狗啃泥”，摔在了地上。我仰天大
笑：“哈哈———还说我呢，你五十步笑百步，自己都不
会，还教我，哼!”

经过反复练习，我终于可以直线滑行一段距离了。
此时的我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快活极了。

指导老师 钱春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