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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邵焕荣

“同学们，如果你是一个星球的主

人，会怎样装扮这个星球，那里又会发

生怎样的故事？”“我们刚上完《小壁虎

借尾巴》这节课，现在也来模仿写一个

类似的童话小故事”“你们看这几幅

图，想到了什么？现在，请拿起笔，把

它写出来”……3月22日，第三届全国

童话体作文教学研讨会上，教师给学

生带来了一节节生动活泼、形式多样

的“童话”课，引导学生在阅读童话中，

学会写童话体作文。

所谓“童话体作文”，就是通过丰

富的想象，运用拟人、夸张等手法，塑

造假想和象征的形象反映生活的作文

训练。“童话体作文非常符合低年级学

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规律。童话体作

文教学要从低年级抓起，让学生从听

童话、读童话，到说童话、写童话，这不

仅可以给学生们的作文教学做启蒙，

还可以让他们过一个有故事的童年。”

省语文特级教师张化万说。

童话体，学生的语言
“我们注意到，很多学生的作文到

了初中、高中都还在‘说幼儿园时说的

话’，从文字的表达、语言词汇的精确

和优雅上来看，学生的作文水平并没

有明显提升。”杭州市天长小学校长、

省语文特级教师楼朝辉认为，要打好

写作基础，就应该尽早实现学生“从说

话向写作”“从出口成章到下笔成文”

的转变，而童话体作文恰恰是最适合

学生作文教学的启蒙形式。

研讨会现场，儿童阅读推广人桂

月华，给学生带来了一节微童话写作

课“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星球”。上课

一开始，她就将问题抛给了学生：如果

你是一个星球的主人，你会怎样装扮

这个星球，那里又会发生怎样的故

事？这个问题让学生们一下子打开了

话匣子，“我想星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是

巧克力做的，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吃很

多”“我希望星球上都是一片片绿油油

的田野，还有蓝蓝的天空”“我想我的

星球上生活的都是小猫咪”……“学生

们顿时有了浓厚的听课兴趣，更发挥

了充分的想象，然后我再鼓励他们把

想法写下来，就成了一篇篇童话小作

文。”桂月华说。

“有别于传统作文教学形式的枯

燥、乏味，童话体作文更接近低年级学

生的学习习惯，这不仅激发了他们的

写作兴趣，还在学生心中留下了一个

良好的‘初印象’——原来写作文也是

件有趣儿的事。”义乌市实验小学校

长、省特级教师方敏说。

童话体作文不乏创意，但也闹出

了不少“笑话”，有位学生写道“奶牛一

天能产一千斤的牛奶”，有位学生认为

“拔牙后就能立刻吃冰淇淋”……“对

于我们大人来说，这些想法都是不符

合科学规律的，但却是学生内心的真

实写照。”省语文特级教师蒋军晶说，

“童话体作文，就是学生的语言，学生

要有自己的故事，更要用自己的话说

出、写出自己的故事，我们要给学生空

间，让他们大胆地想、大胆地写。”

蒋军晶给了学生一枝黑笔，让他

们随自己的意愿“涂黑”所有的东西，

学生根据生活写下了自己的想法，“我

要把天空涂黑，让妈妈多睡一会儿”

“我要把青蛙涂黑，让小蝌蚪更快地找

到妈妈”……“实际上，‘我想写’往往

比‘怎么写’更重要，童话体作文教学

就是要激活学生们的写作动机，有了

它，学生们就会主动地去学习作文写

作，我们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蒋

军晶说。

多形式的童话课堂
一年级刚入学，连拼音都不会，二

年级写字也是一笔一画，怎么教童话体

作文呢？“童话体作文教学的关键还是

要让孩子们多去想、去说、去写，我们要

鼓励学生多用文字、拼音、绘画等相结

合的方式来写童话体作文。同时，教师

们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进度，创新

多形式的童话课堂。”方敏说。

模仿往往是写作教学的第一步。

结合统编语文一年级下第八单元的

《小壁虎借尾巴》，语文教师高利佳正

在教学生们如何模仿现有故事的结构

编童话。“学生们，在原来的故事里，小

壁虎是向小鱼、老牛、燕子借尾巴。那

么，如果它碰到了其他的小动物，又会

发生怎样的故事呢？”听完高利佳的问

题，学生们开动脑筋，动起了笔。“有的

小壁虎遇上了小猪，有的遇上了松鼠，

有的遇上了大象……学生们通过模仿

原来故事的结构，自己写的童话故事

也变得有模有样了。”高利佳说。

天长小学语文教师王瑾，更偏爱

于教学生们“看图编童话”。“同学们，

你们看这四幅图上的小虫子、蚂蚁、蝴

蝶和鸡蛋壳，分别可以用什么词语来

形容呢？”“每幅图都发生了什么事，该

怎么用句子来描述每幅图上的故事？”

“再把四幅图联系起来，想想这一天它

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随着问题的

一步步深入，学生们的“童话”也逐渐

成形。就是通过这样一堂“简单”的看

图写话课，王瑾就让学生们学会了词

语、句子和写作。

“‘闯’字可以拆成‘门’和‘马’，一

只马突然冲进了门里，会发生什么事

儿？”“‘鸿’字可以拆成‘江’和‘鸟’，江

边有只鸟，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

事？”……研讨会上，台湾儿童文学作

家子鱼就给学生们上了这样一节汉字

童话课。“一字拆二字，再巧妙组合，展

开想象，一个微童话就出现了。”子鱼

说，“此外，在教学生写童话故事时，我

们还要教他们学会给故事加情节、加

冲突，这样的童话才会更好看。”

“当然，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

阅读还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我们提

倡从一年级开始教学生写童话体作

文，关键的目的还是为了激发孩子们

的写作兴趣，培养他们的写作习惯，从

而有效地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切不可‘过度操作’，给他们带来不必

要的学习负担。”楼朝辉说。

□本报记者 林静远

“同学们，一个人真的可以‘腰缠万

贯’吗？”3月底的一天，杭州师范大学东

城第二小学副校长、数学教师徐益萍又

为六年级学生布置了数学实验作业。

回家后，学生王宇璇从古董店里买了一

枚铜钱，称出重量为4克。每一千枚为

一贯，那万贯就是40吨。他觉得，一个

人不可能‘腰缠万贯’。学生王家旭则

在腰上挂上了两箱牛奶一共12千克，

结果重心失调，得出同样的结论。不

过，有位学生提出了不同意见，古代人

不可以‘腰缠万贯’，但现代人可以。因

为一身名牌服饰，价值就有上万元了。

像这样既好玩又有趣的数学实验作业，

在徐益萍手中频频出现。学生们在

“玩”中体验到了数学魅力，学到了数学

知识。

数学实验作业脱胎于徐益萍开发的

“数学家”拓展性课程。其背后是她多年

来对小学数学教学的思考。说起开发

“数学家”课程时，徐益萍回忆，四年级课

本中有道题目：1亿有多大？教材里有

通过测算1张纸的重量推算出1亿张纸

的重量，也有通过走1亿步让学生感受

数字的巨大。看着这些内容，她心想，实

验能让学生走近数学，也能培养他们的

动手能力，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再者

当前很多学校虽也布置实验作业，但都

零零星星，没有形成系统。于是，2015

年徐益萍决定开发以实验作业为主的

“数学家”课程。

全新的教学思路，带给了徐益萍全

新的思考。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布置

大量作业了！徐益萍首先带领数学组

教师进行了作业改革。面对一浪高过

一浪的减负声，徐益萍想，如何在减少

学生作业量的同时提高学习质量？为

此，他们决定除周末留有书面练习外，

平时几乎不留家庭书面作业，让学生把

剩余时间用于完成数学实验作业上。

说实话，这项活泼有趣的数学实验

作业，一开始在校园中推开不是那么容

易。当时，教师们虽觉得比较新鲜，但

也比较迷茫，无从下手。徐益萍就指导

教师要从教材中挖掘素材，也可以挖掘

新增长的知识点作为实验题目。为此，

她还带头开出示范课。看到了课程的

优势，很多教师也跃跃欲试。

“这些实验作业不仅整合了各学科

知识，更是来源于生活。只有这样才能

被小学生所理解、接受，爱上数学。”徐

益萍说，“学生在完成作业中，会激发很

多灵感。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只要

能自圆其说，我们都给予鼓励。”

“给你们8万元，怎么进行理财，让

它既安全又收益高？”学生马上开始了

交流讨论。“我曾经去过银行，了解到

理财种类，有定期、买国债和非保本这

3种形式。”结合自身实际，学生王然选

择了非保本理财。学生胡晓萌则认

为，非保本理财虽然受益高，但风险也

大。因此她选择购买安全性高、风险

小的国债。

一粒米有多重？给我一把尺，可以

量出世界的高度……这些题目都引起

了学生的兴趣。看着学生们快乐地实

践，徐益萍对布置实验作业有了更深刻

的思考，“不只是贴近生活，我们通过数

学作业，更是要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热

点难点问题”。

去年寒假，徐益萍布置了一道一次

性纸杯的题目。五年级学生骆展羽在

15天里，统计了家中客人和消耗纸杯的

数量，再测算出了一只杯子的体积。最

后得出结论，人均每天消耗的纸杯面积

为409.75平方厘米。按此推理，杭州市

901.8万市民在15天里消耗的纸杯面

积为1个西湖，全省4898万人为5个西

湖，全国133972万人为129个西湖，这

个数字相当惊人。骆展羽觉得，一次性

物品使用较为方便，但也浪费了大量的

能源和资源，造成了环境污染。他呼

吁，尽量少用纸杯，多用茶杯，让大家共

同保护环境。

随着“数学家”拓展性课程的不断推

进，徐益萍布置数学实验作业时，也动员

家长一起参与。这在她看来，只有这样

才能让更多的家长关注数学实验作业，

增加亲子互动。在算算妈妈的头发有多

少根的题目中，学生卢廷轩通过测量妈

妈1平方厘米头皮中的头发数量，从而

再测算出整个头的头发数量。有时，徐

益萍还让家长也走进课堂点评。

现在，徐益萍不仅让学生实验，更

是让学生把课题制作成PPT在课堂上

给同学讲解。她还让学生结合平时学

到的知识自主设计实验作业，比如古诗

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潭水真的有一千尺深吗？一千尺

是多少深？再比如，才高八斗，八斗到

底有多高？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

□闫 学

教 师 是 一 个 特 别 忙 的 群

体。除了众所周知的工作压力

大、社会各界对教师的要求越来

越高，还有没有其他影响因素

呢？我认为是有的。比如：缺乏

足够的教育教学智慧。那么，教

育教学智慧从哪里来？从实践

中来，从思考中来，从学习中

来。这里的“学习”，很重要的一

点是指不间断地阅读，因为这样

可以培养自己敏锐的眼光和拨

云见雾、直抵问题核心的实践智

慧。一句话，越忙才越要读书。

阅读不能仅凭兴趣，有些书

也许一时读不下去，甚至不能读

懂，但只要是值得读的，就一定

要硬着头皮读下去，也许此刻山

重水复，但只要坚持，往往就会

柳暗花明。

教师要从一本书读到另一

本书，进行“叶脉”似的阅读。阅

读与思考的过程，可谓从一句话

到一本书，从一本书到另一本

书，从许多书到一个知识谱系，

从一个知识谱系到更广泛的知

识谱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知识谱

系。对教师来说，如果我们希望把自己知识的

盘子越做越大，就必须同样要进行这种“叶脉”

似的阅读。

教师要阅读经典书籍。非经典不读，这是

在有限时间内获最大的收益。只有经典的书籍

才值得花费时间去阅读。在浩如烟海般的书籍

中，要筛选出真正的经典并非难事，时间是最公

平的筛子，真正的经典必然经得起时间长河的

过滤。如果没有时间和能力从近年出版的新书

中作出判断，就去选择那些已经被公认的经典

书籍。

书读到一定程度，有必要读点二流的书。

读经典的书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在阅读了那些

经典好书之后，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拓展自己

的阅读视野，再读一些二流好书，尤其是读同一

作者的书籍，把该作者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书

尽可能全部阅读一遍，可以比较全面和充分地

把握其思想、观点的发展脉络，并在这个过程中

培养更加卓越的思维与判断能力，提高自己的

阅读品位。

除了阅读经典之外，教师系统学习经典的

文本理论、提升文本解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和阅读视野的窄闭，不

少教师对各种文本理论缺乏系统的学习，不具

备基本的文本解读能力。我认为目前语文教师

最迫切的是系统学习一些经典的文本理论，以

西方文本解读理论为主，包括诠释学、接受美

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等等，同时借鉴

国内历代有价值的文艺批评成果。但必须指出

的是，由于这些理论非常复杂，彼此交织，可能

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比较多的精力，才能有

一些基本的了解。同时，还要注意与自己的教

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相信经过了这样的系

统学习，教师朋友一定可以提高文本解读的能

力，从而对自己的教学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我认为在阅读中产生的思想需要借

助写作来整理、记录、提升、推翻。就我有限的

阅读经验而言，大量高品位的阅读必然引发有

深度而有价值的思考，要做一个有思想的教

师，为了让这些我们在阅读中产生的思想不至

于稍纵即逝，也为了让我们的大脑不至于成为

他人思想的跑马场，我们就必须学会整理、学

会记录、学会提升，甚至学会推翻。这就必然

要借助于写作。如果读书引发思考，那么写作

本身就是思考。写作帮助我们梳理思想，不断

地返回自身，认同自身，否定自身，完善自身，

升华自身。

童话体作文要从低年级抓起
越
忙
才
越
要
读
书

徐益萍：数学还可以这样“玩”

这里有家
学生作品专卖店

本报讯（通讯员 徐 叶 崔 引）近日，宁波市新

城第一实验学校由学生自主营业的学生作品专卖店

“新艺+”正式开业。学生把销售获得的钱用于支持公

益事业。

据了解，专卖店内共展出了200多幅作品，开张一

个半小时，学生就卖出5幅艺术作品，收入4000多元。

店长王佳琪是该校八年级学生，负责店铺的运作，

包括活动安排、人员安排、画作补充。店员金诗钰是六

年级学生，上午一开张，她的色粉作品《喜欢你》就被顾

客买走了。挂画的位置，还未补上新作品，却留下了一

张作品心愿卡，上面写着“我赚的钱会投入公益，让人

间充满爱！”

学生的艺术指导教师兼“销售顾问”邵利萍说，对

于低龄段学生而言，作品一旦卖出去，能极大激发他们

对艺术的热情，画框边的小小心愿也就实现了。

中学生在微电影里
诉说成长心声

本报讯（通讯员 沈爱君）“我有位学长如今

是一些企业的技术顾问，我要写出中职生的逆袭

之路……”近日，嘉兴教育学院和北师大基金会

联合举行了“对话——微时代·微创作”中学生公

益微电影大赛剧本创作研讨活动。师生们在微

电影作品的分享中读懂了更多成长的心声。

近年来，STEM课在我国走热，其追求的是

跨界、融合、思考和动手这一理念。结合这一理

念，在微电影创作中，擅长思考和文学创作的学

生写剧本，喜欢表演擅长模仿的学生当主演，有

号召力善于沟通协调的学生当导演。对于正在

成长的中学生来说，微电影更是他们表达心声的

一种载体。

大赛启动以来，嘉兴市29所中学的60多支

创作团队交上了自己创作的微电影剧本。平湖

中学团队的《最好的选择》，主题正是针对“老母

鸡孵小鸡”型家长的做法——鼓励学生坚持自己

的梦想并且不断努力。此外，嘉兴市第一中学的

《昆虫》、嘉兴市第三中学的《我爱我家》、北京师

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的《第六次高考》等微电影，

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青春期经历的各种故事。

视点第

3月26日是第23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湖州市飞英小学举行了以交通安全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学校邀请了湖州市交警支队的交警，为学生展示了交警装备，教育他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确保人身安全。图
为学生在使用酒精测试仪。 （本报通讯员 何庆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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