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姐姐的肤色是那种健康的小
麦色，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如瀑布
般垂至腰间，还微微带着卷儿。当
她绽放笑容时，那两颗可爱的小虎
牙就会露出来，像个天真无邪的孩
子，整个脸庞洋溢着甜蜜的气息，
可爱极了。可一旦我犯了错，她训
斥我的时候，那气势活脱脱就是一
只威风凛凛的“母老虎”。

犹记得那次，我饭前吃了不少
零食，等到吃饭的时候，肚子已经饱
饱的，只扒拉了几口就想溜之大吉。

“回来！”刚迈出没几步，这声呵斥就
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身子一僵，
缓缓转过头去。只见姐姐双眉紧锁，
那眉头间的褶皱都形成了一个“川”
字。双眼犹如老鹰般锐利，那目光直
直地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把饭
吃完再走，不要浪费粮食。”我心里

“咯噔”一下，可还是试图狡辩：“我
……我吃了饭了。”我支支吾吾的，眼
神飘忽不定，妄图逃过这一劫。

“哼！你信不信我下次把你零
食全没收。”姐姐不屑地冷笑一声。
我见形势不妙，立刻使出我的拿手
好戏——苦肉计，眼泪不受控制地
哗哗往下流，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妈妈见我这样，有些心软了，“要不
……”话还没说完，就被姐姐强硬地
打断：“不行！不能惯着他。”说着，
姐姐还伸出手指指着我的鼻子，“你
再哭一下试试……”那眼神，那语

气，让我知道这次是躲不过去了。
最后，我还是被姐姐揪着耳朵

拽回了餐桌。
还有一次，我在学校和同学吵

架了，心情糟糕透顶。放学回到家，
我仍然气鼓鼓的，对姐姐的关心也
爱答不理。一开始，姐姐还是耐心
地好言相劝，想着法子逗我开心。
可我当时就像一头被激怒的小狮
子，完全听不进去，还脱口而出：“你
烦不烦啊，让我静一静不行啊！”这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敢看姐姐
的眼睛。姐姐冷静地说：“你有没有
考虑过我的感受呢？不是我让你心
情不好，为什么要把负面情绪发泄
在我身上？”我听了，陷入沉思，只是
那句“对不起”，一直哽在喉咙里，直
到现在都没说出口。

现在细细想来，以前那些我觉
得姐姐在和我作对的事，其实都是
她在教我做人的道理。她是想让
我懂得尊重他人，珍惜粮食，做一
个有礼貌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姐姐，一个有时凶
如“母老虎”，却对我关怀备至的
人。我爱姐姐，就像姐姐爱我一
样。 指导老师 赵云龙

我的姐姐
□ 市汪曾祺学校八（8）班 徐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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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初中
语文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记叙文作为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重
要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思维能力和情感体验具有重
要意义。在新课标视域下，如何提
高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的质量，成
为广大语文教师关注的焦点。

一、新课标对初中记叙文写作
教学的要求

（一）强调真实的情感体验
新课标要求学生在写作中表达真

实的情感体验，关注生活中的点滴，培
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这就要求
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激
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在写作中
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二）注重个性化表达
新课标鼓励学生在写作中展现

个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
力。教师在教学中应尊重学生的个
性差异，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用
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
受，让学生的写作充满个性魅力。

（三）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新课标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能够准
确、生动、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情感。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语言的
积累和运用，引导学生学习优秀的文
学作品，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水平。

二、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单一
在目前的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

中，教师往往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即教师讲解、学生写作、教师批改。
这种教学方法缺乏趣味性和互动
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
学生在写作中往往缺乏真实的

情感体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写

作。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引导学生关
注生活，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导致
学生的作文内容空洞、缺乏感染力

（三）语言表达能力不足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是

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中普遍存在的
问题。学生在写作中往往存在用词
不当、语句不通顺、表达不清晰等问
题。教师在教学中对语言表达的指
导不够，导致学生的语言表达水平
难以提高。

三、新课标视域下初中记叙文
写作教学策略

（一）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1.创设情境
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的方

式，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例如，教
师可以通过播放视频、图片、音乐等
方式，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的美好，激
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学生
的写作兴趣。

2.开展活动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

动，如写作比赛、作文展览、文学社
团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写作
的乐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3.鼓励创新
教师在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创

新，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
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例
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尝试用诗歌、小
说、散文等不同的文体写作，让学生
的写作充满个性魅力。

（二）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积累
素材

1.观察生活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

点滴，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感受力。
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校园里的
花草树木、教室里的布置、同学之间的
交往等，让学生在观察中积累素材。

2.读优秀文学作品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优秀的
文学作品，让学生在阅读中积累素
材。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阅读《背
影》《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经典散文，让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
方法和技巧，积累素材。

3.参加社会实践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素材。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
馆、科技馆、图书馆等，让学生了解历
史文化和科技知识，积累素材。

（三）加强写作指导，提高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

1.注重语言积累
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语言的积

累，让学生多读多背优秀文学作品，
积累好词好句。同时，教师还可以
让学生进行词语接龙、成语比赛等
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积累语言。

2.指导写作方法
教师在教学中应指导学生掌握

一些写作方法和技巧，如如何开头、
如何结尾、如何描写人物、如何描写
景物等。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
进行仿写、改写等练习，让学生在练
习中掌握写作方法和技巧。

3.批改作文
教师在批改作文时，应注重对学

生语言表达的指导。教师可以用红
笔划出学生作文中的好词好句，对学
生的作文进行点评和鼓励。同时，教
师还可以让学生互相批改作文，让学
生在批改中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四）注重评价与反馈
1.多元化评价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作文时，应采

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教师评价、学
生自评、学生互评等。同时，教师还可
以让家长参与评价，让家长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

2.及时反馈
教师在评价学生的作文后，应

及时向学生反馈评价结果，让学生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同时，教
师还可以针对学生的不足提出具体
的改进建议，让学生在下次写作中
能够有所提高。

新课标视域下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策略浅探
□ 市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赵桂珠

周末，在村前马路上散步时碰
见锁子老师，他手里提着一箱牛
奶。心里纳闷，大周末的也不休息，
去谁家献爱心？虽然与锁子老师不
太熟，但是知道他的为人——乐于
助人，热衷于慈善事业，经常给家庭
贫困的孩子送温暖。

锁子老师瞅见我，礼貌地招呼：
“黄老师，你家在这边呀，离单位还
蛮远的……”我客气地邀请他到我
家小坐。他摇了摇头，说：“不了，今
天有点儿小忙，因为新学期信息库
增添了好几个贫困儿童和留守儿童
名单，得挨个儿地走访，了解每个孩
子的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实诚的
他怕我不相信，从包里掏出了笔记
本，指着上面画了线的名字给我看。
我一眼看见名单上小玉的名字，这孩
子我熟识，和我住一个庄上，今年刚
升小学，母亲残疾，父亲没有正式工
作，家庭经济不太好。于是，我陪锁
子老师一起去小玉家走访。

印象中的锁子老师不善言谈，
但我发现，他在和家长聊天时特别
健谈。从学生的学习情况到家庭的
收入来源，问得事无巨细。一边问
一边不忘将了解的情况用笔记录在
笔记本上。小玉家客厅大桌上放有
一盏台灯，电源是用拖线板从房间
插座上接过来的。谈话中途，锁子
老师起身试了试客厅里的面板开
关。孩子奶奶看见后告诉他，客厅
电灯线路坏了，开关也是坏的。离
开时，锁子老师再三叮嘱孩子奶奶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会想办法帮她

家解决问题。临走，我发现锁子老
师没有拍照，于是善意地提醒。他
摆了摆手，小声地说：不用。

回转途中，我们边走边聊。锁
子老师解释说：别看孩子年岁小，自
尊心是一样的，他们和成人一样都希
望得到尊重，不希望被他人瞧不起。
他曾经帮助过一个初中女孩，女孩成
绩优秀，但是因为家境问题，平时话
语不多，性格孤僻。为了帮助那女
孩，他隔三差五带礼物去看望，和女
孩沟通，谈生活、聊理想，并帮女孩获
取了社会上好心人的爱心资助。女
孩也不负众望考取了高邮中学，电视
台想邀请她参加节目作为榜样宣传
时，女孩还是婉言谢绝了。女孩说她
感恩所有帮助她的人，长大后也一定
回报社会，但是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她
的家境，更不想同学同情、可怜她。
锁子老师说，是孩子教会他做人的道
理，做人要真，真正的慈善不是走形
式，更不是沽名钓誉，而是真心付出、
真心呵护，还要注意细节。

隔一周，锁子老师带着供电所
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小玉家，为她家整
修电路。我发现锁子老师来的时候
依然是带了礼物的，忍不住问他，每
次所带礼物的花费，单位报不报销？
他听了憨憨地笑，说：“都是小钱，没
多少。我每个月都有工资，够用的。”

锁子老师
□ 市周山镇幼儿园 黄桂英

学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对鲁迅先生的童年生活满是向
往。其实，我和鲁迅先生一样，也有
自己的“百草园”。

小时候常住外婆家，那是一户楼
中楼。楼下三室两厅，和普通商住楼
无异，不过我们更多时间在楼上。楼
上的大露天阳台就是我的“百草园”，
它给我的乐趣不逊于鲁迅先生的百
草园。在这个露台，不必说碧绿的小
葱、紫红的葡萄、五彩的太阳花，也不
必说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蝴蝶翩
翩起舞，单是那粗粗的晾衣杆，就有
无穷趣味。晾衣杆横搭在露台围栏
上，高度刚好是小时候的我一跳脚就
能抓到。每次我双手抓住它晃荡，外
公外婆就为我加油、计时，当时的我
感觉像奥运冠军般威风。后来晾衣
杆被拿去搭葡萄架和黄瓜架，我不能
再把它当单杠，便开始观察黄瓜与葡
萄。绿叶随风舞动，生机盎然，我常

能在绿叶中发现背着壳的蜗牛，总会
情不自禁哼起《蜗牛和黄鹂鸟》。穿
过黄瓜藤的“层层密林”，便是乌龟
缸，里面有“山”有水。无聊时，我会
把爬上“山”晒太阳的乌龟抓出来，看
它费力翻身，如此反复。

夏天酷热，乌龟不露头、花草没
精神时，外公不知从哪弄来一张巨大
的黑色纱网，固定在露台四角，形成
黑色天幕，于是太阳没那么热了，花
草又恢复了生机。傍晚的露台更热
闹。没了暑热，伴着晚饭花的香气，
我们在石桌上吃晚饭。我最爱晚饭
花，它生命力顽强，正如汪曾祺先生
所说“它几乎是不用种的”。我们只
是随意丢了几粒种子，第二年就开花

了。吃完晚饭，外婆到露台一边的水
池洗碗，而外公便去厨房拿来剪刀，
爬上墙角。这时候的我不用使唤就
屁颠屁颠地主动拿来一个小盆，站在
外公身边举着，等着他剪下葡萄放进
去。捧着宝石一样的葡萄，连皮塞入
嘴里，一咬牙，“嘭”，酸甜的汁水在口
中爆开，甜香弥漫，美妙极了。

冬天的露台平常没什么好玩
的，下雪就不同了，一脚踏出去“咯
吱”作响，我最喜欢听这个声音。还
有更有趣的，吃饭的圆形石桌上厚
厚的积雪像极了超大的生日蛋糕，
蓬松柔软。

我和鲁迅先生一样，也因学业
离开乐园，搬到学校附近的新家。
最近一次回那露台也是两年前了，
露台上除了空荡荡的乌龟缸和长得
张牙舞爪的杂草，再无其他，但它带
给我的童年乐趣却永不磨灭。

指导老师黄亚雅

我的“百草园”
□ 市汪曾祺学校七（15）班吴蔚

我家养了两只草龟，一只褐
色，另一只金黄色。它们每天除了
晒太阳，就是闭目养神，生活可安
逸了！我戏称它们俩是我的“龟丞
相”，它们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

这两只乌龟都长约10厘米，
背上顶着一个坚硬的外壳。每每
看到它们的壳，脑海中就浮现出甲
骨文的图案，仿佛它们背的不是
壳，而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我的两位龟丞相平日里十分
稳重，总是趴在那儿一动不动。只
有当我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才会
慢慢地从水里爬上坡，伸展四肢，
享受阳光的沐浴。这是它们最惬
意的时光。

当然，它们也有激动的时候，
那就是每天的喂食时间。每当我
把龟食撒进去，它们立刻转过身
来，朝着龟食快速移动。只见它们

小小的脑袋一伸一缩，食物就被吞
进了肚子里。如此往复几次，食物
就全部被它们吃完了。它们最爱
吃的是小鱼干，一条小鱼干瞬间吃
个精光。它们的“雷霆速度”真是
让我大开眼界。

有时我为了捉弄它们，故意把
食物放得离它们很远，但是这丝毫
不影响这两位“吃货”。它们迅速地
爬向食物，一改往常的稳重淡定。
果然，食物是吃货们最大的动力！

我的龟丞相给我带来许多欢
乐。看着它们享受的模样，我觉得
每天的生活都很美好。

指导老师 孙彦

我的“龟丞相”
□ 市城北小学四（6）班 张昱瞳

“啊，今天要考试？”我呆愣愣地
望着同桌。

“对啊。”听到她肯定的回答，我
顿感五雷轰顶。完蛋了，我早就把考
试这件事抛到脑后了，昨晚竟然还悠
哉悠哉地看小说、喝饮料、吃薯片
呢！唉，这就是自食其果吧。我欲哭
无泪地掏出书，抓紧“抱佛脚”了。

但这“佛脚”还没焐热乎呢，朱
老师就踩着上课铃声来了。“桌子拉
开，我们考试。”老师一声令下，我心
不甘情不愿地拉开桌子，放回课本。

看到试卷的那一刻，我差点激动
得叫出声：呀！这也太简单了吧！教
室里只有一片“沙沙”的写字声。终
于快做完了，但我居然卡在了最后一
道大题上。这题绕来绕去的，真把我
绕糊涂了。我左看看右看看，同桌已

经写完了，我忍不住往她的试卷上
瞟。也许是做贼心虚吧，我总感觉有
一道视线在看着我，看得我脸上火辣
辣的。我最终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我忽然想到老师上课讲的方法：做这
种题首先要找不变量……现在，思路
清晰了，我“唰唰”写了起来。

考完之后，我们一群人围在一起
对答案。“耶！我前面没错。什么？最
后一题答案是157啊？我算的却是
151。”“就是157，你算错了。”“对啊，
对啊，我也是157。”我的同桌和后桌
一唱一和，脸上满是得意。我顿时像

被抽走了灵魂，最后一道大题可是10
分呢！我耷拉着脑袋，十分沮丧。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发
试卷这一天。老师站在讲台上，笑
眯眯地看着大家。过了好一会，她
终于开口了：“这次考试，大家考得
都还可以……”我晕，老师这是在存
心折磨我们啊！这短短几分钟，我
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终于
报成绩了：“朱梓烨，100＋10。”什
么？！我顿时感觉所有的血液都涌
向大脑，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捧着这张试卷，感觉有千斤
重。我回到座位上，之前说最后一
题答案是157的同学，个个用不可
置信的眼光看着我。

这次考试让我明白，无论什么
时候，都要相信自己。

这次，我明白了
□ 市第一小学六（12）班朱梓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