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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教学建议”中
要求“第一、第二、第三学段，要在每天的语文课中安排
10分钟，在教师指导下随堂练习，做到天天练。要在日
常书写中增强练字意识，讲究练字效果。”而我们在实际
教学中大多数语文课很少看到“10分钟写字”的情况，满
堂都是精讲、操练，把练字放到了课外去。这就增加了书
写的随意性，书写姿势得不到有效控制、矫正，“规范、端
正、整洁”“行款整齐、力求美观、有一定的速度”等写字目
标很难落实。要改变这一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统
编教材的特点，简化精讲、操练的程序，省出时间来让学
生当堂写字。

案例1：统编教材一年级上册识字2《金木水火土》是
第二篇先识字后学拼音的课文，要求会认读“一、二、三、
四、五、上、下”这7个生字，会写其中的“一、二、三、上”4
个字，在写字之前先认识田字格“竖中线”“横中线”。一
位老师的教学设计如下：

一、复习第一句：一二三四五
二、学习第二、三、四句内容
（一）、指名读句子
（二）、逐字逐句引导理解“金、木、水、火、土”
（三）、联系生活理解“天、地、日、月”
（四）、反复指导朗读全文
三、指导写字
从这位老师的教学设计中不难看出，课堂精讲、操练

过多，超出本课的教学目标，超出了儿童的认知水平。根
据识字单元要求以及课后习题设置，本课教学应该锁定
在“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以及“认识田字格”、书写“一、
二、三、上”4个生字。教学设计应该调整如下：

一、复习
二、指导朗读课文，随文识字
三、指导背诵课文，相机评价
四、指导写字
（一）、指导认识田字格“竖中线”“横中线”
（二）、指导书写“一、二、三、上”
（三）、学生练写生字，师相机指导
（四）、评讲写字作业
案例2：识字5《对韵歌》也是一篇先识字后学习拼音

的课文，要求在朗读、背诵课文的过程中认识“对、云、雨、
风、花、鸟、虫”7个生字，会写“虫、云、山”3个字。一位老
师的教学设计如下：

一、复习识字4
二、学习识字5
（一）、设置情境：小雨滴讲故事：小雨滴分别看到了

什么？相机指导认识7个生字
（二）、指导朗读课文，师实时点评
（三）、指导背诵课文，师实时点评
三、指导写字
这位老师扣住语文要素“朗读”“背诵”“写字”设计教

学，总体贴合统编教材的意图，但“小雨滴看到了什么”精
讲、操练耗掉了大量的宝贵时间，“10分钟写字”还是没
有落实到位，需要作如下调整：

一、复习识字4
二、学习识字5
（一）、设置情境，指导朗读，相机指导认识7个生字
（二）、指导背诵课文，师实时点评
三、指导写字
（一）、复习基本笔画的书写要领
（二）、师示范书写“云”“山”
（三）、生练写生字
（四）、作业评讲

案例3：识字6《画》是继学习一个识字单元及汉语
拼音以后的第一篇识字课文，学生的识字、写字训练到
这里应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然需要在课堂上安排

“10分钟练字”。再看一位老师的教学设计：
一、复习生字词
二、学习古诗
（一）、理解诗题
（二）、指导读正确
（三）、指导读出节奏
（四）、逐句指导理解诗意
三、指导写字
这样的教学设计仍然没有走出“精讲多、操练多”的

泥淖，没有认真研究统编教材的编写意图以及第一学段
儿童的认知特点。本课是一首小诗，但教材编写的意图
不是要教学古诗，而是要借助古诗聚焦“识字、写字”，引
导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朗读、背诵中认识“远、有、色、近、
听、无、声、去、还、来”等10个生字，会写“水、去、来、不”4
个字，学习走字底、斜刀头。因此，教学设计可以作如下
调整：

一、复习生字词
二、学习古诗
（一）、指导朗读，随文识字。认识走字底、斜刀头
（二）、指导背诵，相机评价
三、指导写字
（一）、读帖
（二）、师示范书写“水”等，引导关注笔顺
（三）、生练写生字，师相机指导
（四）、写字作业点评
案例4：课文4《四季》用儿歌形式、拟人手法突出四

季的不同特点，在指导朗读、初步感知的基础上背诵，并
引导学生仿照课文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季节，同时认识

“尖、说、春”等9个生字和1个多音字“地”；认识言字旁、
虫字旁、折文；会写“天、四、是”3个字。我们来看一位老
师是怎么安排教学任务的：

一、复习《江南》
二、看图说季节
三、学习课文
（一）、学习标记自然段
（二）、师范读课文
（三）、生按要求自由朗读课文
（四）、指名逐节朗读，师相机指导认识9个

生字、1个多音字以及言字旁、虫字旁和折文
（五）、讨论：你最喜欢哪个季节？读课文，

拓展训练
这位老师按照语文单元阅读教学的要求

设计教学，重点培养了学生的阅读习惯以及
“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的能力。课后习题“朗读
课文”“你喜欢哪个季节？仿照课文说一说”落
实到位，但“背诵课文”以及“10分钟写字”落空
了，完全可以作如下调整：

一、复习《江南》
二、看图说季节
三、学习课文
（一）、生按要求自由朗读课文
（二）、指名逐节朗读，师相机指导认识9个

生字、1个多音字以及言字旁、虫字旁和折文
（三）、讨论：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仿照课

文说一说
四、指导写字
（一）、复习基本笔顺书写要领
（二）、师示范书写“是”
（三）、生练写生字
（四）、作业评讲
我们只有把“新课标（2011版）”“10分钟

写字”的目标始终放在心上，落实在每一节课
中，学生的写字能力才会有质的提升。

“10分钟写字”少不得
——以一年级识字教学为例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赵洪林

冰心先生的《小桔灯》是
传统课文名篇。笔者作为一
名老语文教师，曾多次教过
《小桔灯》，特别是1999年初
春教学这一课时，还让学生
动手试做小桔灯。回想起来，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教完课文，我向学生征求意
见：做做小桔灯怎么样？大家一致
赞成，于是，我布置一道特殊的家
庭作业：动手做盏小桔灯，明天早
上带来欣赏评比。

第二天早上，同学们都带来了
自己的杰作，也都洋溢着一脸的喜
悦。“同学们一起观灯吧，看谁的灯
做得漂亮！”学生们就走马灯似
的，拎起你的灯瞧瞧，提起他的灯
看看，欢快的说笑声溢出了教
室。哦，陈晓娟的灯做得漂亮且
秀气，像她的人样儿。我的目光
在扫视着，看到了奇异的景象，陈
俭不是做的桔灯，而是做了一个
红萝卜灯。他说，想到菜地里还
有过年吃剩的红萝卜，就拔出几
个，拣一个又圆又大的，剜出肉汁
做成的，红萝卜皮比橘皮更结实，
做出来的灯美观而耐用。嗬，还
有更特别的，徐银杰用易拉罐的
一截做了一盏灯，同学们笑称“小
罐灯”。当场点燃小桔灯时，有些
同学穿灯的线烧断了，这才真正
体会到“短短的蜡头”中“短短的”
这一修饰语的含义来。还有些同
学用小铅丝、小铜丝当线穿起来，
这是一种创造吧，金属线是难以烧
坏的……

设若在晚上，会是怎样的景象

呢？我让同学们闭上眼，展开想象
的翅膀，想象提着小桔灯游玩的情
形——

一盏盏小桔灯点起来了，小桔
碗就像颗颗红玉，一点点朦胧的橘
红的光发出来汇成一片，教室里红
红的，亮亮的，烛光摇曳，拉长了我
的身影，也拉长了你的身影，每个
人的脸上、身上也像洒过金粉，染
着金色。同学们又提着小桔灯走
出教室，漆黑的天幕下盏盏小桔
灯，像一只只萤火虫飞在夏夜的背
景里，颗颗豆火又和天幕上深邃的
星光遥相呼应……

“这课学得真好！”学生说。
可是就在我们学《小桔灯》、做

小桔灯的时候，世纪老人乘着春光
走了，她的生命之灯熄了，而《小桔
灯》的光焰依然闪烁，永远闪烁。
想不到，我们学课文，做桔灯，却成
了对老人最好的纪念。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似乎还
听得到他们当年琅琅的读书声：

“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
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
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
前有无限光明！”齐读的声音震得
窗棂咯吱咯吱的响……

流年似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
我们学课文、学做灯和观灯、赏灯、
评灯的情景，看得到学生们喜悦的
脸庞笑成一朵朵花……

那年教学《小桔灯》
□ 秦一义

受新冠病毒疫情
全球蔓延影响，今年
寒假不一般。我们全
家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宅在家里度过了
超长假期，也使我难得有机会与父母长
时间呆在一起。亲子共处的一幕幕，如
缕缕春风，倍感温馨，成为我心头最美
的风景。

停课不能停学。面对临近的中考，
学习是我的头等大事，也是我每天最大
的压力。为了我的学习，真可谓全家总
动员。爸妈在家走路轻声缓步，说话细
声细语，几乎取消了所有与我学习无关
的活动，唯恐影响了我。中考倒计时
100天时，爸爸给我的书房布置了励志
标语，家里迎考的气氛更紧张了。妈妈
每天总是严阵以待，她放弃了自己的娱
乐，戴起了几乎废弃的近视眼镜，盯着
手机研究起了数理化，我知道那是为了
随时听候我的召唤，尽力帮我赶走学习
路上的拦路虎。他们有时会因我的懒
惰颓废愤怒不已，有时又会为驱散我的
悲观沮丧加油鼓劲。在我学习疲惫不
堪时，一份水果、一个玩笑，总能缓解我
的疲劳，顿感全身又有了使不完的劲。
宅家学习的经历很累，但也很难忘！

每天最愿意听到的声音，就是老爸
那一声“开饭啦”的呼喊，然后是全家围
坐在一起品尝一桌子的美味。今天红
烧肉、明天酸菜鱼、后天炒牛柳，爸爸总
是投我所好调动我的胃口。我们全家
现在都称他“王大厨”。可在一个多月
以前，妈妈刚把做饭任务交给他的时

候，可把他给难坏
了，奶奶说他可是

“十指不沾阳春水”
的。厨房里，他那个
手 忙 脚 乱 的 囧 样

——他因放迟了菜，热油溅到身上疼得
直叫唤；炒鸡蛋，他把很多蛋壳与蛋清
混在了一起；他因缺少训练，切菜割破
了手；他也曾把盐错当成了糖，让菜咸
得没法进嘴——总之，端上桌的饭菜没
少挨批判，但他一直乐呵呵的，一直没
放弃，最终让我们打心里佩服他了。当
然这背后也有老妈的一份功劳，她才是
幕后的总指挥啊！

每天最惬意的时光，就是老爸陪我
跑步了。学习很累，腰酸背痛，特别是眼
睛，有时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再也不想
动弹了。这时待在一旁静静看书的老爸
又登场了，他好说歹说，赶着我与他一起
在小区内跑步。昏黄的路灯下，脚踏在
软绵绵的塑胶跑道上，头顶皎洁的月色，
偶尔一阵凉风吹过我们满是汗水的面
颊，我们一圈圈地跑着，我丝毫感觉不到
累，相反特别放松。爸爸与我谈论着，谈
他的学生时代，谈他的工作经历，又谈他
的人生感悟，我似乎一下子懂得了很多
为人处世的道理。许多话爸爸不经意这
么一说，可分明是用心良苦啊！

细细回想，阵阵温暖。感谢超长假
期，感谢父母陪伴。生活中的小美好又
何止这个寒假，从小到大，父母不一直
如此吗！懂得珍惜、心怀感恩，我想，这
些美丽风景一定会常驻我们心间。

指导老师 牛明强

留住最美风景
□ 市汪曾祺学校九（4）班 王野

午后，阳光懒懒地照
着，在这个居住了十几年
的小区兜兜转转了几圈，
也不知走到了哪里。蓦
然抬头，这条小道不宽，
两边都种上了树，在阳光的晕染下显得
格外耀眼。

往前走，隐约见得一处亭台依附在
一棵银杏树旁，风起，叶舞，引得人怦然
心动，再望着便已走入亭中。亭中坐着
位老人，我们相视一笑也算打过招呼
了。我悄悄打量起她——头发花白，眉
目间透着慈祥与和气。她低头盘弄些银
杏果子，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忽而听见
她轻声对我说：“孩子，你可知银杏果？”
我沉思了片刻摇了摇头，她接着又说：

“银杏果可大有用处，它可以入药，益于
脾胃；可以煲汤，香味醇厚；也可以用于

茶，清香四溢，香气盘旋
于口齿之间经久不散。
银杏虽好，但是细尝是
极苦的，所以许多人不
喜欢吃它。”蓦然间，心

中似有某根弦被拨动。是啊，人们爱坐
亭听春雨却不喜欢这春雨绵绵；人们欢
喜仲夏的蝉鸣却不爱这热辣的阳光；人
们咏颂着秋末的灼红落叶却哀叹叶落归
去；人们眷恋冬日的银素霜雪却惧于它
们的冰冷。你看，连这四季都不甚入心，
而我们又怎么会事事完美，而这样的完
美不就让活着变成了疲倦！我们为何不
像银杏那般，苦涩又有益！

银杏叶片片而落，亭中那位老人无
意间解开了我心中的结。那个午后，我
的心中绽出一朵花，暗暗生香。

指导老师 袁志中

午后
□ 市南海中学八（11）班 钟金晶

人间的温暖点点滴滴地散布
在生活的琐碎之中，当你不经意间
回首，就会发现，它们已汇成一条
温暖的长河，流淌在记忆之中。

在父母的店铺未搬迁之前，对
面有一家理发店，店主是一位光头叔叔。他很讲卫
生，店面虽然不大，物品却摆得很整齐，在那一排椅
子后面还有几盆盆栽。

从一到六年级，我都在他那里理发。晚饭后，
小小的理发屋里就有三四个人在等待了，我总是要
等上好一会儿。有时，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光
头叔叔就会问我：“你不着急吧？”我点点头，他笑着
说：“那就先让他们剪吧，他们要赶时间呢。”我又点
点头，心中却总有些不平：我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为
什么他们先剪？等到我剪时，他会边剪边问我晚饭
吃了什么，有时还拿我开玩笑。他总给我的前额留
一撮头发不剪，这在我看来极为稚气。我多次向他
抗议，却没有用，他依旧三下五除二将我的头发剪
得平平的，当然，会留下一撮。

后来，父母的店铺搬迁，我也就不再去光头叔
叔那里剪头了。在附近剪了几次后，却总感到很别
扭。最终，我决定还是去那里剪，因为那成了一种
习惯。一晃又三年，我已经上九年级了，课业日渐

繁重，连理发的时间都是挤出来
的。

虽然已是春天，晚风依然很
凉。当理发店温暖而明亮的灯光
映入眼帘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搓

着双手缩着身子钻进温暖的小屋。我环顾了一圈，
只有一位叔叔在等。我坐下来将书包抱在胸前，看
光头叔叔理发。他用推子左推一下，右推一下，不
停地变换位置，从不同的角度打量着他的“作品”，
修改再修改……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么细
致，这么敬业。他抖一抖落在身上的几缕头发，说：

“下一个。”这时，他看了看我，愣了一下，对那位等
待的叔叔说：“先让他剪，行吗？”“没事，我不着急，
让他先来。”我的心里一下子暖暖的，感激地说：“谢
谢。”我摘下眼镜，坐上椅子，说：“能给我头发留长
一点吗？”“好的。”我闭上眼睛，倾听着推子沉闷的

“嗡嗡”声和剪刀清脆的“咔咔”声。不知过了多长
时间，他拍拍我的肩膀，“好了。”我睁开眼看着镜子
中的自己：自信，精神，朝气蓬勃。我对光头叔叔感
激地一笑，给了20元，他找我10元。我看了一眼价
格表，笑了：儿童10元。兴许是他看着我长大，在他
心目中，我永远是一个孩子吧。

指导老师 郭连盛

理发
□ 市汪曾祺学校九（14）班 徐煜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