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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合理安排文章结构
! 市赞化学校 马仁奎

文章结构主要指各部分
内容的组织、配合，包括开头
和结尾、层次和段落、过渡和
照应。写文章必须合理安排好
结构。今以八年级教材（苏教
版）为例，谈谈安排文章结构的技巧。

元代散曲家乔吉在总结《乐府》作法时说“起要美
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就是后人常说的“凤头、猪
肚、豹尾”。开头，像凤头那样美丽、精彩；主体，像猪肚
子那样有充实、丰富的内容；结尾，像豹尾一样有力。

好的开头是作文成功的一半。开头不仅要像“凤
头”一样美，而且就凤头所占凤凰躯体的比例来说，要
简洁、明了，不能过于冗长，考试作文更是如此，正所
谓“开头不要长，最好三四行”。

如何吸引眼球呢？一是“直接法”。朱自清《背影》
开头，“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
是他的背影。”开门见山，直奔重点，不兜圈子、不绕弯
子。二是“悬念法”。《枣核》开头，“动身访美之前，一位
旧时同窗寄来封航空信，再三托付我为她带几颗生枣
核。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同窗离开
祖国多年，为什么索要枣核呢，她有什么用处？又如
《明天不封阳台》第一段就是“明天要封阳台”，标题是
不封阳台，不是自相矛盾吗？读者的兴趣、好奇心被激
发，自然而然地就会读下去，直到谜底揭开，有大快朵
颐之感。三是“场景法”。《都市精灵》开篇作者就为我
们描绘了一幅人与物和谐相处的画面，“古树参天的
大院子，喜鹊多是成双成对，而灰喜鹊则成帮成伙，一
来就是一大群，他们高高地在树枝上跳来跳去，飞来
飞去，叫来叫去，非常活跃。”为揭示主题埋下伏笔。

开头重要，文章主体部分更重要。好作文关键要
有内容，就像古人讲的“猪肚”，不仅层次清晰、脉络分
明，更要有内容、有血肉。川端康成的小说《父母的心》
中，贫困夫妻先是把自己的长子送给贵妇人，接着是

二儿子、小女儿，贫困夫妻三
次反悔，借口、神情、语气各不
相同，人物内心的纠结、复杂
就真实、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蓝蓝的威尼斯》中同样也

是从三个方面表现威尼斯之美，即水都美、建筑美、秋
色美，不仅体现水乡特色，也写出了建筑特色、人文特
点，没有参观、游览过的人对威尼斯有了清晰具体的
印象。《阿里山纪行》是一篇游记，前后内容易雷同，但
作者构思很巧妙，上山写坐在小火车上，重点是山岚
雾气，给人一种如在画图中的缥缈感；林中穿行，写所
见所闻所感，有记叙、有描写，一个个场景、一段段美
景让人目不暇接、徜徉其中；最后聚焦“八面威风”的
神木，画龙点睛，又不雷同。我们学生构思作文主体，
既不能太简单，容易肤浅、形象不丰满，又不能太复
杂，容易重复、不够生动。可以教材为例，三个场景、三
个片段、三个事例、三个故事、三个层面……既生动形
象、摇曳多姿，又能表现主题、凸显中心。

结尾也有多种方式。一是议论式。《枣核》“改了国
籍，不等于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
这么依恋故土的”，直接点明文章主题，自豪感、自信
心溢于言表；二是由实而虚式。《始终眷恋着祖国》，
“钱学森、蒋英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终于胜利地登上了
轮船，驶向东方，驶向始终眷恋着的祖国”，让人心潮
澎湃、心驰神往；三是画面式。《最后一课》，教堂的钟
声敲了十二下，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转身
朝向黑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
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此时无声胜有声，
言有尽而意无穷。四是前后照应式。《阿里山纪行》以
台湾歌曲《高山青》几句歌词开头，歌词收尾，结构回
环，余音袅袅，让人回味。

文无定法，但也是有章可循。希望同学们能认真
研究教材，研究名家名篇的结构，写出一手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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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就是在一定时间空间
内，探索性地阅读一组相关联的文章
的阅读方式。准确把握群文阅读的特
点，才能让教师在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中充分发挥群文阅读的优势，实现
在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语文能力、提
升学生素养的目的。群文阅读训练终
极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提升学生的
核心素养。当群文阅读遇上核心素
养，又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呢？

一、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群文阅读和核心素养之间有一

个媒介就是阅读素养。群文阅读教
学，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组群文的学
习，为学生营造生活化、原生态的阅
读情境，提供更为丰富而多样的阅读
资源。通过多篇有关联的文章的阅
读，使学生掌握生活化阅读的基本方
法，在探索性的阅读实践中，语文素
养得到提升。而阅读素养的发展和提
升，必定有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萌
生———不知不觉中，学生语言体系的
建构，思维的发展和提升，评价、鉴赏
和独创的能力就养成了，对文化的理
解和传承水到渠成。

群文阅读在促进阅读素养和核
心素养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核心素养习得，需要一个博大而坚实
的依托———阅读素材的甄选。当我们
正确地认识了群文阅读教学有别于
传统阅读教学的本质后，我们才能在
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
的群文文本、不同阶段的学生，科学
地采取教学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群
文阅读教学的优势，实现原生态、多
层次、全方位的语文能力培养。

二、科学选文，高效实践
目前使用的语文教材，大都按主

题单元设计，也算是一种形式上的群

文阅读。编者的出发点
是好的，但教师在使用
时大多没有做到单元
整体教学，仍是一篇一
篇地逐次进行。而群文
的选文，是依据教学需
要围绕一个或多个议
题选择一组文本。相应
地，议题就是一组选文
中所涵盖的供师生充
分展开议论的话题，提
供给读者一个思考和
创造的空间，鼓励和支
持“一千个读者眼中有
一千个哈姆莱特”。

当我们正确地认
识了群文阅读教学有
别于传统阅读教学的
本质后，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
文阅读教学的优势。文章的选择应根
据师生实际，从预设的教学中心目
标、文章要素、作者等方面，多角度地
进行科学搭配，注重层次与整体效
果，注重生活阅读和感悟。要抓住时
机进行练笔，更好地为学生能力和素
养的培养服务。

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群文阅读”是教师选择教学资

源材料、学生阅读、师生多元交流的
一种形式。它既是对传统阅读形式的
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补充。只有当教
师正确地认识群文阅读的本质，准确
定位群文阅读在整个语文教学中的
位置，才能让群文阅读成为语文核心
素养落地的主阵地之一。

当群文阅读遇上核心素养，教师
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还要解惑；不
仅“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回
归教育“育人”的本真。

记忆中的水果摊
! 市赞化学校九（!"）班 彭戈晖

“老妈，那边的水果摊怎么没有
了？”

“可能是人民医院搬走了，水果
摊的生意不好，所以不开了吧。”

妈妈带我去看大姨，我又踏上了
这条街。

曾经的街道那么热闹，叫卖声、吆喝声、喇叭声此
起彼伏，我骑着车在人流中穿梭过，短短几百米，骑上
七八分钟，还得倍加小心，稍不留神就会碰到行人。可
如今门庭冷落，连记忆中那个偌大的水果摊也找不到
了，只留下以前摊前的那棵歪脖子树孤零零地站在路
边，活像一个被遗弃的老人。

搬离老房子已有六七年之久，儿时的记忆也不断
被时间冲刷渐净。只是我对于老房子前那条热闹的街
道和那个水果摊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在那个水果摊前
度过无数个下午。那时候，论最亲的人，除了爸妈，就
是将我从出生一直带至 7岁的保姆了，我喊她作“大
姨”。大姨是我家老房子的邻居，水果摊就在老房子门
前的街道，是大姨的弟弟和弟媳开的。所以，下午爸妈
上班了，大姨经常带着我在那个水果摊玩，从牙牙学
语一直到上学。

水果摊，偌大的案板被分割成整齐划一的格子，
里面叠放着各式各样的水果，码成一座座小金字塔，
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错杂着摆放，再加上水果散发
的幽香，诱惑着行人。案板下面是一个个装满水果的
塑料筐，夏天还会在两侧堆上西瓜，门前安置一个装
满冰淇淋的大冰柜，冬天摊前又换上一捆捆长长的红
皮甘蔗。春节一过，摊前还会兼卖各式各样的花灯，小
孩子们会不由自主地往摊前凑。

大姨的弟媳是一个肥肥胖胖的女人，很会做生
意，总是笑容可掬地应对客人的讨价还价，但她男人
的脾气不大好，常常被女人支到旁边，专干力气活。

到了水果摊，大姨总是和她的弟弟、弟媳有聊不
完的家常，而我时常蹲在摊前的歪脖子树下，看着地
上的小虫子爬来爬去、打斗争夺，还傻呵呵地笑，可小

虫子常常觉得表演累了，便钻进一道
道地缝中，不见了踪影，不再陪我玩
了。我只好钻到案板下去研究塑料筐
中各式各样的水果，翻来覆去看半
天，有时咬上一口，果皮涩嘴的，便随

手一扔，“骨碌碌”滚出老远，惊动了大姨和她
弟媳，都交口称赞这个孩子聪明。

于是没有生意的时候，水果摊成了早教
班，“红苹果———黄香蕉———，小橘子———大西
瓜———”“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
都说孩子的记忆短暂，难怪我那时候会不厌其
烦地重复着水果的颜色，数着苹果的个数，也许
我就是在水果摊上学会了辨别颜色和数数。

每次去水果摊，胖摊主毫不吝啬，都会给
我一个水果，有时是苹果，有时是香蕉，夏天还
有一片西瓜或者一个冰淇淋，冬天我也曾让甘
蔗划破过嘴角。春节后的花灯，我总是能最先
玩个遍，即使糟蹋了一两个，大姨也只是吓吓我
而已。记得胖摊主说有个可爱的小子在，生意
都会好一些。隔三差五，有个把乞丐光顾那个
水果摊，也没看到胖摊主冷脸对待，都会给上一
两个水果，虽说不太新鲜，但绝没有腐坏的。连
大姨的那个脾气不好的弟弟对乞丐都很和善，
常会给个一元的硬币，用他的话说“有钱人涩
抠，没钱人可怜”，水果摊处处透着温情和气。

傍晚爸妈下班回家，接我时也常买点水
果，可以说七岁前家里的水果都是在那个水果
摊买的。后来因为我上学搬了家，离得远了，大
姨也不再带我了。一开始妈妈还会偶尔带着我
回去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增加，越去
越少了，一转眼快十年了。

我眼中搜寻着记忆中的水果摊，可是没有
了，只有歪脖子树还在。前面转弯就是大姨家
了，我把思绪收回，不禁微微笑了起来。

指导老师 潘德军

你是我的牵挂
! 市城北中学八（#）班 杨柳清清

你那黝黑的皮肤，
沟壑遍布，仿佛那乡间
的泥土；你那瘦弱矮小
的身子，仿佛一不经意
就会被风刮走；你那淳
朴的乡音常常扣动着我的心弦……我一
直牵挂着你———奶奶。

小时候，爸妈都要忙上班，把我送到
了乡下，送到了你的身旁。就这样，你不
仅要干农活，还要看着我这个“捣蛋鬼”。
我依稀记得，阳光很好，我坐在三轮车
里，而你一锄一锄地弯腰劳动。但我硬是
要你抱，便一跳，爬上了你的背。你的眉
头紧锁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才从
爸爸那儿得知，你年轻时，因为过度劳累
就有骨刺增生、腰间盘突出。

最令我怀念的，是我俩一起坐在锅
膛前，我窝在你怀里，听你讲过去的事
情。火光一明、一暗，照在你的脸上，而你
慈祥地默默看着我。那年冬天很冷，我却
感到无法言喻的暖。

时光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我渐渐
长大，回到了县城。我不愿与你谈论那些
无聊的家常话，也没有时间坐下来与你
谈谈心，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道无形的

墙，你在这头，我在那
头。

一个阴沉的下午，
期末考如期而至，我正
在房里紧张地背书、做

题。外面不停地传来嘈杂声，我知道那是
你在做家务。正被一道数学题难住的我，
内心越来越烦躁，情绪积聚迸发。我甩开
房门，吼道：“吵死人了，你不知道我在写
作业吗?”你先是惊讶地看着我，随之而
来的是失落：“嗯。”接着，一片寂静。

第二天，你推着那早已生锈的推车，
步履蹒跚地走了，我有些心疼、有些愧疚：
“你别走了，我们下午带你去买衣服。”你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买，老太婆穿什么
新衣服，省钱给我乖乖上大学呢。”我的内
心被狠狠地扎了一刀，疼得眼泪溢出了眼
眶。我背过身来，拭去泪水……

你怎么老是这样！明明身体不好还
逞强，明明知道我无理取闹还随着我，明
明是那么简单的话语，却总能让我心碎
不已。

奶奶，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你一
定要照顾好自己———因为你是我的牵
挂。 指导老师 韩莉

难忘的时光
! 市城北实验小学三（$）班 钱知行

3月 9日下午，我们城北小学小记
者团跟着老师去儿童康复中心学雷锋。

这是我第一次去康复中心，那儿真
大，楼梯也很多，我差点迷路。终于走到了
一个像会议室一样大的房间。房间里有很
多桌椅，可是却没有小朋友，过了一会儿，
小朋友和家长才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这里。
这些小朋友有的带着助听器，有的坐着轮
椅，还有的走路摇摇晃晃。等他们坐定，我
们和他们的联欢活动开始了。我准备的是
故事《小猪和靴子》，主持人叫我上台表
演，我既兴奋又紧张，有好几个提前编好
的动作都忘了。当我看到那些小朋友一脸
激动时，我又浑身来了劲，心想一定要给
他们带来快乐。故事讲完了，台下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钱老师也对我竖起了大拇
指，我的脸因为兴奋涨得通红通红的。

我们的表演结束后，我很友好地跑过
去跟康复中心的孩子打招呼，把我准备的
小礼物送给他们。我拿了一些橡皮泥，分给
我对面的小朋友，先教他搓成一个圆球，可
是他不会搓，我和他的奶奶就抓住他的手
帮他搓。搓成一个球之后，我又教他把圆球

压成一个大饼，我又拿了一点绿色的橡皮
泥，捏成几个芝麻大的点，粘在大饼上。可
是那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弄，“刷刷”两下就
把做好的大饼弄得稀巴烂。我想：可能他不
喜欢大饼吧。我就和他的奶奶一起教他做
起了饺子，这次他总算给了我一点面子，没
把它弄坏，捏得还真有点像饺子。

这些小朋友因为身体有缺陷，只能在
会议室待一会儿，没多久他们就被大人带
走了。他们歪歪扭扭地走着，时不时还转
身看看我们，他们的样子很滑稽，但是没
有一个同学嘲笑他们。我在心里暗暗地
想：小弟弟小妹妹们，今后我会经常来看
你们，给你们带来礼物、带来快乐的，希望
你们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生活。

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不知不觉
活动就结束了。在康复中心的时光真令
人难忘。 指导老师 钱春霞

妈妈，我想对您说
! 市第一实验小学五%&'班 吴一苇

亲爱的妈妈，我要告诉
您一件事情，它一直压在我
的心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借着今天的作文，我想一吐
为快。

那是一次语文考试。考前，您再三强调：“细
心，细心，再细心！如果你考了 100分，可以给你
一个新书包！”我一下子激动得不得了，新书包我
做梦都想要呀！于是，我认真复习，迎接第二天的
考试。

一大早，我来到考场，心情紧张得要命。为新
书包奋斗！为新书包奋斗！我在心里呐喊。考卷发
下来了，我浏览一遍，不是很难。第一条，看拼音写
汉字，jī li，我一开始写成了“激励”，再一推敲，
哦，原来是“激烈”。

突然，一道题目难住了我，填空，凶相（）露。
我知道，是凶相 b露，可这 b却一时想不起来。
“必”？“闭”？“毙”？都不对！我心急如焚。朝同桌
王小明看看，他似乎早就瞄到了我的情况，偷偷递

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哪
一题？我帮你。”我顿时心花
怒放，可转念一想，咦，老师
不是教导我们要做诚实的孩
子么？但脑海里很快又蹦出

一个小恶魔：嘿嘿，考了 100分你可以拿到什么
的！它故意把“什么的”这三个字咬得很重。

我再三犹豫，还是给王小明送去了我的难题，
他很快给了我答案，啊，是“毕”！我左看看，右看
看，生怕被人发现，心虚地把答案写在了试卷上。

试卷发下来了，我其它的题目都对了，“1”后
面的两个圈对着我微笑呢！可我却一点也开心不
起来。回到家中，我真的拿到了新书包，可那新书
包却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妈妈，您知道吗？我当时的心情沉重极了，我
感觉走到哪里，都有许多眼睛在紧紧盯着我。今
天，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您，并保证以后不再犯这
样的错误，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妈妈，您能原谅我
吗？ 指导老师 姜祖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