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大连游玩，肯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金沙滩。那里有成群的海鸥，更有
人工筛制的细沙滩，柔软宜人，再加上瓦
蓝瓦蓝的天空、澄澈碧透的海水，真是美
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一到金沙滩，我们两位小朋友就快
速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赤脚走在沙滩
上。沙子细细软软，虽然是傍晚时间，但
是沙子上还残留着阳光的温暖，感到特
别舒服。

有的海浪很欢腾，像调皮的娃娃，一
波又一波地跑到沙滩上，你追我赶，看谁
跑得远；有的海浪很柔和，缓缓的、轻轻
的，刚触到前面的沙子就慢慢退了回去，
好像害羞的小姑娘；还有的海浪堆起一
堆，“呼”的一下扑上岸来，好像脾气暴躁
的大汉，气势汹汹地跑来吓唬岸上的我
们……

此时的我就是一条鱼，水中就是我最
想去的地方。我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走进
海水里，“哇，好凉啊！”刚才在沙滩上还暖
乎乎，此刻却是透心凉。还没等我站稳，
一个浪头拍上来，我的下半身就全湿了。

“喂，周语禾，看，我找到了宝贝！”赵景楠
向我展示一颗白色石头，圆圆的，表面润
滑有光泽，像颗纯白的玉石，真好看，“怎
么样，来跟我一起寻宝吧！”“我要捉鱼
呢。”我的手在海水里摸索着，突然，一个
长长的、软软的而且滑滑的东西漂到我的
腿上，我仔细一看，哇，这不就是我们常吃

的海带吗！我如获至宝，大声喊：“赵景
楠，海带，还是新鲜的，我得多找一些，说
不准晚上还能做一盘菜呢。”海水里飘着
的海带还挺多，不一会儿我的手中就拿满
了，于是，我在沙滩上先刨一个大坑，把海
带放进去，然后找一堆大点的石头盖住，
就这样来来回回，竟然也找了一堆的海
带。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美滋滋
的。再看看赵景楠那边，她还在低头搜
索，旁边也放着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各种形
状的石子。我捧起一大团沙子，对她说：

“为了奖励你，我给你精心准备了周语禾
牌防晒霜。”说着就把沙子抹在了她的脚
上，当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溜
进了海水中继续踏浪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太阳下
山了，海水也慢慢退回大海深处了，我们
也该回去了。沙滩上留下了我们的欢声
笑语，也留下了我们找到的宝贝。妈妈
说：“就把宝贝放那吧，明天海水会把它
们带回家的。”我们只挑了一小部分带回
去留念。就这样，我们一步三回头地回
去了。

金沙滩，再见！大海，再见！
指导老师 王永红

打卡金沙滩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六（5）班周语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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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记，顾名思义就是每周将所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经历的东西记下来，形成
的一篇文章。当下小学生周记写得并不尽
如人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言之无物，言之
无法。如何解决这一困惑呢？笔者结合自
己教学实践，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

一、留心生活，开周记素材之源
1.捕捉真素材
教学中，教者要有意引导学生留心生

活，捕捉真素材。笔者坚持每周给学生布
置一个观察作业，有时是观察班上一位同
学，关注他的点点滴滴，留心发生在他身上
的事情，然后选择写在周记中；有时是关注
学校本周内开展的一次活动，选择其中重
要场景记录下来。长期留心观察，学生自
然不会再苦于周记没有素材了。一节语文
课上，教室里飞来了一只麻雀，转了好几
圈，最后才从窗户飞了出去。一位同学捕
捉了这一场景，并及时记在周记上：

“小麻雀‘倏’的一声飞进了教室，差点
就撞上北边的窗子了。它这么着急，难道是
也想和我们一起上课？可它并不想安心听
讲，在教室里飞到前飞到后，飞到上飞到下，
一刻也不停息。陈老师的课没法上了，因为
我们的心早就跟着小麻雀一起起伏了……”

可见，学生之所以能在周记中写下这
样鲜活的场景，还是得益于当时细心的观
察。

2.表达真性情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应引导学生关

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
感。教者要让学生明确，只有表达真实的
情感，周记才会有核心和灵魂。笔者要求
学生在动笔前先问一下自己，这篇周记想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是对家人的爱还是对
老师的感恩，是对大自然的赞美还是对家
乡的热爱……班上有一名同学，语文成绩
并不出众，但她的周记却深深地打动了大
家。周记的题目是《我的“妈妈”》，看似再
普通不过，细细一读，发现她写的不是妈
妈，而是自己的奶奶。因为妈妈很早就离
开了家，奶奶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
自己。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奶奶从来都

不会哭，只会默默地承受，勇敢地面对。整
篇周记，字里行间写满了对奶奶的感恩和
敬佩，流露出最真挚的情感，所以自然能打
动人了。

3.感悟真人生
学校举行拔河比赛，本班男生经过三

局激战，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两局，
最终赢得了比赛。许多同学在周记中都记
下了这场难忘的拔河比赛，一些同学还能
抓住比赛中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进行
了细致的描写，不可谓不精彩。但是，读后
总感觉缺少点什么，原来是对这场拔河比
赛的思考。笔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
启发学生在记叙比赛后，还要进行一些思
考，表达自己的观点，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感
悟能力。有位同学对自己的周记作了如下
修改：

今天的这场男子拔河比赛，让我深深
地懂得：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一
蹶不振，坐地不起。只要心存希望，永不放
弃，就能战胜自我，赢得成功。

这样的修改，在记录下自己所见所闻
的基础上，还能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悟，真
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得法课内，辟周记写法之道
1.紧扣语文要素
所谓语文要素就是语文训练的基本元

素，包括：基本方法、基本能力、基本学习内
容和学习习惯。指导学生写周记时，教者
不妨紧扣语文要素，让学生通过相应的训
练，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如统编版语文
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语文要素之一
是：学会描写景物的变化。笔者就要求学
生在周记中写一写身边熟悉的景物，要写
出景物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中的变化情
况。通过指导和训练，学生描写景物的能
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2.链接习作要求
统编版教材中三至六年级习作训练都

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指导学生写周记时
可以与之进行链接。如统编版语文教材五
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习作主题是“他（）
了”，要求写出这个人当时的表现，反映出

他的内心。笔者要求学生一周内观察班上
的一名同学，写出他（她）的一次让你印象
深刻的反应，并把它写在周记中。那次周
记很成功，许多同学通过观察和记录，写出
了较为精彩的文章。

三、及时评讲，激周记训练之趣
1.评讲要及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指导和训练，学生已

经养成了每周写周记的习惯。老师及时的
评讲，对于不断激发学生写作热情尤为重
要。如果评讲的时间拖得太长，则会影响
学生的积极性。笔者每周一上午收齐学生
的周记后，都会抓紧批阅好，一般到了下午
就会抽时间进行评讲。因此，学生对每次
的周记评讲都充满了期待。

2.评讲重激励
对于学生周记的评讲，教者要坚持激

励为主的原则。学生的周记不可能通篇都
很精彩，只要其中有闪光之处，或选材充满
生活气息，或语言表达别具一格，或情真意
切、直扣心扉等等，都要大力表扬。教者不
仅要在写评语时及时与孩子交流、沟通，把
鼓励穿插其中，还要在评讲时将学生周记
中的闪光点通过实物展示台、PPT课件等
放大展示，这样对激发学生写周记的热情
是大有益处的。

四、提供平台，强周记表达之志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为了自

我表达和与人交流。同样，周记也是学生
内心情感诉诸笔端的一种表达方式。如果
这种表达长期获得不了乐趣和认可，学生
表达的热情就会大打折扣。相反，学生的
周记如果能够得到展示和发表，他们自由
表达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因此，笔者
千方百计地展示学生的周记，经常将优秀
的周记或是周记中的精彩部分发布在班级
微信群中，让家长一起分享孩子进步的喜
悦。此外，笔者还常将学生的周记修改后
参加各级各类征文比赛，向学校的校报《红
雨报》，以及《高邮日报》《高邮教体》等报刊
投稿。几年来，经笔者指导，有数十篇学生
的周记获奖、发表。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
不在于传授的本质，而在于激励、唤醒、鼓
舞。”同样，对学生的周记，教者不仅要长期
指导和训练，更要注重激励和唤醒。唯此，
方能引来源头活水，指导学生写好周记，继
而助力其不断提升自己的习作表达水平。

刍议如何指导小学生写好周记
□ 市周山镇小学 陈令骧

小学信息技术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该课程的学
习是为了培养学生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素养，从而使信息技
术成为以后工作、生活、学习中的有力学习手段。因此，在
小学信息技术课堂中应该注意生活和教学的有效结合，把
信息技术转化为终身学习手段。教师在信息技术课程当
中应该多和生活联系起来，创设生活情境，使学生把信息
技术课堂获得的知识变为实践中能用到的工具。

一、结合实例教学，关注热点和兴趣点
对于教学的信息技术生活化，教师不能只评价书本知

识，而是应该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采取实例教学方
式，使得学生学会怎样将学到的信息技术运用到实际生活
当中去，做到学以致用。例如：学生在学习利用网络搜索
的时候，教师可以以学生实际为例，结合学生在课下可能
了解到的一些热点或者兴趣高的关注点作为关键词，引导
学生怎样使用关键词，怎样对网页信息进行辨别等，使学
生在平时的网络使用中学会探索学习，遇到问题主动积极
搜索，进而得到答案，提升个人知识水平。

二、重视案例教学，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教学氛围的融洽是知识传授效率的保证，教师要规定

学生约束自我，要利用电子设备进行学习，同时需要对课
堂有把握，多尝试引用一些有趣的课外内容、生动的教学
案例来引导学生理解课本知识。采用案例教学，可以使学
生更清晰地了解到信息技术的运用过程，提高学习信息技
术的积极性。例如：在学习《设计版面》这一课时，可以通
过一个制作电子小报的案例向学生展示WPS与设计版面
相关联的功能，将运用到的设置选项相对应的效果都展示
给他们，降低他们的理解难度，提高课堂效率与教学效果。

三、分享生活经验，提升学生的参与感
小学生对于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在教学过程当中，教

师要和学生有良好的沟通，和学生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并和学生分享自己是怎样利用信息技术将问题解决
的，鼓励学生将所学技术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去。此外，
还可以让学生自己提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导人，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学习体验。例如：在教
学邮件收发时，可以告诉学生自己以前遇到的问题，之后
自己如何解决的，并且把邮件与电话、短信进行比较，让学
生深刻体会信息技术和生活息息相关，从而对现代技术产
生认同感。

小学信息技术生活化教学浅探
□ 市实验小学 孙伟

我的爷爷是一个嗜烟如命的人。
说起抽烟，这个老烟鬼可来劲了，站

着抽，坐着抽，早上抽，晚上抽，他各有一
套。

爷爷用两根手指夹住一支小小的香
烟，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将香烟叼在嘴
中，一只手按打火机，另一只手挡住那蓝
红双色的火焰。“咔嚓”，着了！随后，他
利索地将打火机放入口袋，深深地吸了
一口，那烟头的火红风卷残云一般极速
向内卷去，化为一截烟灰。这时，爷爷的
眼眸总会流露出一种深邃，好像在烟雾
缭绕之中，弹指之间完成了一次最酣畅
的人生洗礼……

爷爷说，他抽的烟比我吃过的饭还
多。尽管我和奶奶极力劝阻，他依旧叼
着烟嘟囔道，“马上就戒了！”可说了大半
辈子，也没有戒成。

不知从哪天起，爷爷抽烟的次数一
天一天地少了。我常看见他从口袋里娴
熟地拿出一包烟，结果愣了好一会儿，叹
口气，又放回了口袋。打火机在桌上放
了好几天，他也不动。爷爷不抽烟，好似
失了魂，心情也异常烦躁，常常坐立不
安，在家里来回踱步。

这倒让我和奶奶不习惯了。怎么这
烟说不抽就不抽了呢？

渐渐地，家里再也没有了烟味，也少
了恼人的烟灰，奶奶更是笑意盈盈了。

爷爷出门，碰到客气的街坊拿出香
烟递给他时，赶忙笑着，手往外推。从街
坊吃惊的表情里，我知道爷爷这次真的
戒烟成功了。

我侧着头问：“爷爷，您这烟真戒啦？”
他斩钉截铁地说：“老了，不抽了！”

指导老师 沈璐

老烟鬼戒烟
□ 市汪曾祺学校八（8）班梁奕天

推开院门，一阵古朴而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往日
热闹的场面已不复存在。走进外婆的小房间，抬眼便看
见窗前那台曾经充满温情的缝纫机。

这是一台款式老旧的缝纫机，但在上世纪60年代算
是不错的了，当初是作为外婆的陪嫁抬过来的。而现
在，针头已经变钝，方向轴上也生了锈，机面上落了薄薄
一层灰，丝毫没有当年容光焕发的模样。看着看着，记
忆回溯，外婆突然出现在机桌旁，像从前一样与我谈笑
风生。

我才四五岁那会儿，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外婆亲手
做的。白天要忙家务农活，她就晚上挑个灯做，有时候
我一觉睡醒，朦朦胧胧中看见她还伏在机桌前。春秋天
帮我做外套长裤，夏天则做连衣裙，最别出心裁的是冬
天的脱壳棉袄。棉袄制成两层，里层是棉花夹芯的夹
袄，外层是棉质的翻领外套，这样方便拆下来洗。衣服
穿在身上暖暖的，包裹着外婆的关爱，一直暖到心里去。

外婆是个热心肠，还总也不怕麻烦。外婆缝纫的手
艺可是一把好手，打我记事起，她就靠着这台缝纫机，在
邻里间打下了一片“乐于助人”的江山，村里人经常找她
缝袖口、补破洞、修长短。

那天学校里节日庆演，我正收拾着表演衣物准备出
发，忽然发现裙子从后腰拉链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偏
偏裂的地方连着纱裙。离表演时间还剩半个多小时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小脸儿也涨得通红，眼泪忍不
住奔流而下。外婆瞧见了，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安抚道：

“莫哭，外婆给你把衣裳补好……”她用剪刀头小心翼翼
地将自己一件旗袍上的纺花勾下，挡在裂缝上，仔细地
沿着花边一圈一圈缝过去。缝纫机随着她一下一下踩
着踏板有节奏地响着，古板的老式机器就像是外婆配合
多年的搭档，无比默契地任她摆弄。花与衣裙刚巧都是
浅绯色，添了花反倒更多了几分淡雅精致。看到衣服修
得如此完美，我捧着裙子手舞足蹈。来到学校，正好赶
上演出。

后来，我跟着爸妈在城里上学，见外婆的机会越来
越少，可等待我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外婆住院
了。望着病床上那张蜡黄的脸，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爱笑
的慈祥的外婆……

回过神来，我轻轻地抚了抚这陪着外婆走过三十多
个春秋的缝纫机，眼眶湿热，又想起了她慈爱的面庞。

指导老师乔淼

外婆的缝纫机
□ 市汪曾祺学校八（11）班王语萱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胡锦
杰。他的脸圆圆的，肉嘟嘟的，轻轻一
捏就像捏棉花抱枕一样，舒服极了。他
的脸圆，身体也圆，要是穿上一套白色

的毛绒衣服，就是一个冰墩墩呀，可爱
极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形影不离，一起
上学，一起放学，一有时间我们会坐在班
级图书角看书，遇到有趣的故事还讲给
对方听。

我们约定好，长大以后一起上大学，
一起工作，永远是朋友。

指导老师 钱春霞

我的好朋友
□ 市三垛镇二沟小学二（1）班孙润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