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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长青小学 王 琪

在比赛、考试、教学中，越来越强

调作文要有真情实感。《华西都市报》

连续十几年举办“中小学生真性情作

文大赛”，希望学生通过手中的笔，书

写灵性，直抒胸臆，展示真我。我在多

年的实际教学中，对于怎样写“真性情

作文”，摸索出了8条路径。

一、欣赏自嘲
能主动自嘲的人，都是足够自信

者，如陆游、鲁迅都写过《自嘲》诗。因

此，学生作文中出现“自嘲”“自黑”，我

觉得是件好事。对那些写得符合本人

特点的，我会挑选出来展示，跟学生们

一起欣赏。

男生金昱豪写过一篇《我的“荣

誉”称号》，文中以“蜗牛”和“金毛”介

绍自己：

“这种生物你们一定不陌生，它

身背一个大壳，还有两只小触角，长

得挺萌的。但小蜗牛有一个最大的

特点——慢。不错，同学们这样称呼

我，不用想，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动作慢到难以形容。同学们

已经在订正作业了，我却还没写完。

这让我在这六年中吃了很多的苦。”

“因为我姓金，而且还是一个卷

毛，又是属狗的，把这三种因素结合起

来，一个闪亮的名字——‘金毛’诞生

了。这个‘荣誉’称号太引人注目了，

别班的同学听到这称号，再远也要赶

过来看看真人，之后哈哈大笑。”

还有沈辰泽的《暑假减肥记》，敢

于曝光自己因缺乏意志力而导致减肥

失败，所写之事很有代表性,被报纸采

用发表。

二、允许“攻击”
随着年级逐渐升高，学生的思维

更加活跃，形成自我评判能力，在作文

中写人记事时，会带有一点“攻击

性”。这时候，教师和家长应该清醒地

认识到，“攻击”是批判力在成长的一

种表现，就像有时候学生之间的打闹，

我们不必以为他们会从此反目成仇。

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我所做的，

就是把这种“攻击”展示出来，让作者

（攻击者）和读者（攻击对象）大大方方

“见面”。

张闻启是这样“攻击”他的“同桌

冤家”的：

“总算不和俞思妙做同桌了，就像

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然后放出来的

那种感觉。跟俞思妙做同桌可以用六

个字形容，那就是：一剑杀了我吧。

俞思妙是个女生，可战斗力堪比

东汉的吕布。在她的人生战绩中，没

有一个‘输’字。以前我以为这只是传

说，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跟俞思妙做

同桌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她散发的

‘邪恶’气息……”

而俞思妙则以《“病人”吴静雯》为

题，写自己的好朋友是如何“自恋”和

“犯花痴”的。作文公布之后，两人似

乎更亲密了。

三、宽容吐槽
言为心声。要鼓励学生写心里

话，需要教师的豁达，有一颗宽容之

心，宽容学生的“离经叛道”，能够接纳

学生的“不喜欢”。只有让学生感觉到

写作是一种很安全的自我表达，他们

才会放心大胆地吐露心声，自然也就

有了真情实感。

胡格宁撰文直言《我不要读书》，

吐槽自己“无休止地发牢骚”，即使在

妈妈的高压之下，“仍然万般不情不

愿”“受不了这种无形的折磨”“度秒如

年的看书时间里，无数次‘狂飙’”。吴

昊天则在《听，脚步声》中把吐槽对象

落到了校长的鞋上：

“平时彭老师穿的是平底鞋或布

鞋，走起路来几乎没有声音。她的鞋

子好像是一只要吃学生的怪兽。谁不

回到座位上，谁就被那只怪兽一口一个

地吞掉，鲜血从它的嘴里流出来……

想想就很恐怖。”

还有方玘吐槽《爱臭美的老妈》

等，作文都写得很有创造力，也都没有

被家长或教师批评指责，这让他们对

写作有了很深的好感。

四、点赞励志
我们总是希望通过品德课、班队

课讲一些道理，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

品质。而实际上，只有学生自己从生

活里领悟到的，才是更贴近他们、更能

影响他们品性的东西。在作文中，我

常常能感受到，学生们小小身体里的

正能量不容小觑，有时候我还会看到

他们的哲学思想在萌芽。

班里有个女生蒋晨旸跟男生同

桌，她把自己怎样处理同桌之间的不

愉快写在了作文《我的座右铭》里：

“我非常不高兴，就想起爸爸说的

话：‘当你感到悲哀痛苦时，最好去学

些什么。’我立马把他当成了空气，拿

起一本书，学了起来。当我读到书中

有趣的内容时，我感到不那么悲哀

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津津有味，

直到上课铃声打响……”

我非常欣赏她的心态，在全班为

她点赞。

沈辰泽在《我是一本书》里结合自

己的成长过程，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

尤其是他写的这一段：

“生活是一本书，翻看多了，自然

难免会掉页。自从我转学到杭州后，

认识了很多新同学，混熟之后就私底

下相互取外号。我忽然间发现，那些

处在我这本人生大词典前页的温州老

同学已被我渐渐淡忘，曾经的那几页

已随着成长的风飘散了，飞到了我渐

渐触碰不到的地方。”

形象、深刻，令人动容，有一种与

他年龄不相符的人生感悟力在其中。

这篇作文也发表在报纸上了。

五、促生幽默
幽默是极具治愈力的一种精神力

量，幽默感是人生的一抹健康底色。

小学生往往比较调皮淘气，教师如果

能够善加引导，是可以把这种个性转

化为幽默力的。

在作文教学中，我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批改作文的时候，我常常能捧着

学生们的作文笑出声来。幽默在作文

里有了一席之地，那么，无论是教作文

还是写作文，就不会是痛苦的事了。

俞悦以独特的角度写了《野外帐

篷惊魂夜》，表达一种“痛并快乐着”的

感觉，很有新意：

“最后一晚，我们在帐篷内栖身。

人生第一次住帐篷，大家觉得很兴奋

吧。不是的，很痛苦。很热，特热，贼

热。热得我们都不能盖被子了。

这还是能忍受的，可怕的是，帐篷

里有五只足足二分之一硬币大小的蚊

子。叮起人来老凶残了。早上起来，哎

呀妈呀，整个人都肿了。没错，是被叮肿

的。蚊子一定老happy了，全吃饱了。

唉，盖棉被贼热，不盖棉被就贼痒。”

翟阳写小时候练舞蹈的《痛苦》形

象逼真：

“基本动作做完后，就轮到正式

舞，那可真叫个爽。你站立时，老师会

嫌你背不够直，‘啪’的一下拍到你的

背上，然后你的肚子就挺出来了；老师

又‘啪’的一下打到你的肚子，这下肚

子可好了，把你吃过的东西一下子逼

了出来，反胃的感觉阵阵袭来。”

读着这样幽默风趣的作文，感觉

学生们的张张笑脸是那么有趣可爱。

六、宠爱风格
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说，风格是

指在整体上呈现的相对稳定、内在的

特性。在小学生的写作中，我们没有

那么高的目标和要求，但对于习作中

表现出来的鲜明风格，我们要积极鼓

励，予以特别的宠溺。

高小媛，三年级期末写的一篇日

记，在天气一栏中写的是“晴深深雨

蒙蒙”，得到批卷教师的青睐，给了满

分。此后，该生的想象力充分释放，

“创意风”越来越浓。六年级时，一篇

以“雨”为主题的作文被她想象成一首

《清晨交响曲》，获得了学校作文大赛

特等奖。

班里有个高高胖胖的女生林叶

婷，平时大大咧咧的，生活习惯也不是

很好，但她写的作文《清雅杭州》《院子

里的那棵橘子树》《夏夜的星空》《风

儿》意境很美，语言雅致，诗意盎然，令

同学们刮目相看。

张闻启每天闷声不响，如果没看

过他的作文，你根本想象不出他瘦得

风吹可倒的身体里，有一颗幽默爆笑

的心。他的《疯狂的一天》灵感来自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今天妈妈不在家，现在，我宣布，

这个家由我统治。哈哈哈哈。被子

君，你可以退了，给我把iPad 君、薯片

君、可乐君叫过来。让空调君、电视君

启动。床君，辛苦你了，今天我可能要

一直躺在你身上了。”

还有他的《低调王者》，把班里那个

比他更“闷骚”的男孩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就像一缕云，随风而来，随风

而去。在操场上，别人都在跳绳、踢毽

子、追跑、打闹；而低调的蔡振轲呢，是

在看别人跳绳、看别人踢毽子、看别人

追跑、看别人打闹。吃瓜群众这个世

界上有很多，但吃瓜群主只有一个，那

便是蔡振轲。”

七、珍视细节
要写好作文，很多教师和家长都

强调要多读课外书，多摘抄好词佳

句。这当然都是需要的，但流淌在学

生心间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只有亲身

经历、细细观察才写得出来的细节，是

更值得珍惜的真性情。细节不能从好

词佳句里简单搬用，它需要内化的过

程，有时候即使语言是质朴的，也仍然

比那些优美的句子更打动人心。

汪文杰的一篇《“天气”家庭》道出

了学困生的普遍境遇：

“我爸爸平时就像‘阴天’一样，整

天心情都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去

找他说话，他却总不理我，好像是在生

我的气一样，于是我常不敢和他说话。

有时，我爸爸像‘雷阵雨’一样，发

现我的作业没有写完，就在那里看电

视，马上发作骂我一顿，那声音比雷声

还要响亮，直到我的眼泪哗哗流下来。

我爸爸偶尔也会像‘晴天’，整天

心情都很好，请求他帮助我来解答题

目，他也非常爽快就答应了。我想应

该是老板表扬爸爸了吧。”

这篇作文，让这个原本写作文挺

吃力的学生意外地获得了学校作文大

赛的三等奖。

徐靖涯在《吃货在我班》中写道：

“小鱼同学是典型的‘心机boy’。

当同学们蜂拥而上抢食时，只有他仍

淡定地坐在座位上做着作业，仿佛他

是多么热爱学习，根本不被美食诱惑。

他很清楚学校提供的饭菜都很充

足，其他同学一次根本盛不完。他第

一次都不会盛太多，但吃得很快。当

老师通知大家可以上去添饭时，他轻

轻松松就占据了领先优势，再盛上满

满一大碗，吃个心满意足。”

这绝对是动用了他数年仔细观察

之功啊。

八、放大“稚慧”
这是学生自己收获的“慧果”，可

能有的只属于自作聪明的“小伎俩”，

尚嫌稚嫩，可一旦在作文里表现出来

了，教师不妨成全一下学生，让他们享

受到成功感。

吕铭昊自称“小财奴”，经济意识

强，他的代表作《我放“高利贷”了》充

分体现了他的“稚慧”成果：妈妈借款

承诺双倍奉还，不料到期耍赖，幸亏他

早有防备，放出手机录音：

“‘现在你无话可说了吧。我要用

法律来制裁你，阁下的人头我要了。

哦，不对，阁下的薪水给我一半。’

‘这，这，这……好吧。’妈妈理屈

词穷，无奈就范。

在我这一套高招下，妈妈最终只

能按约定把钱还给了我。呵呵，我就

是那么的机智。”

雷闵则是班里公认的资深吃货，

他信笔而写的《吃货养成秘籍》称：“只

需三天，这本秘籍就能让你从瘦走上

胖的人生巅峰。”

全文分“秘籍卷”上中下三篇，句

句经典，尤其是这段话：

“据本人多年研究所得，嗝是缓解

吃多的良药。打个嗝，你就能感受到

吃的真谛。此期间（约 30 分钟）建议

停止一切‘扫荡’行为，拿起你的漫画

书，跷起你的二郎腿，打出你最响亮的

嗝吧。”

可谓精准到位，令人望尘莫及。

在“真性情作文”教学的路上，我

走了6年，学生的作品结出了硕果，全

班有53篇作文发表在报纸杂志上。

“真性情作文”的8条养成路径
□温州市机关第一

幼儿园 凌素凡

最近在幼教圈里最热

门的一个词就是“审议”，针

对某一事件或话题，集中多

方观点进行较为缜密、细致

的审查、讨论，包括课程审

议和主题审议。通过审议，

让被审议的内容变得更加

完善，实施起来更加得心应

手，让教师知其然而且知所

以然，让幼儿园能够在多方

的支持下，更好地助力幼儿

成长。

我想到，家长给孩子辅

导作业，是否也可以用审议

的方法呢？

为何审议
在一些朋友圈里，总是

会出现很多关于辅导孩子

作业的辛酸史，不是大吼大

叫、你闹我跳，就是想死的

心都有，还被冠以各种名

称：“丧偶式育儿”“诈尸式

育儿”“甩锅式育儿”“爸爸

渐崩式育儿”……让人看了

啼笑皆非。

家长辅导孩子作业，一

是为了增进亲子关系，提高

陪伴的质量；二是从侧面来

帮助孩子减轻学业负担。

但是，从目前辅导作业过程

中双方的悲愤心情来看，负

面影响已经像洪水一样喷

发。因此，我觉得应该审议

如何减少负能量，传播正能

量，让作业辅导达到一定的

效果。

当然，当我的孩子处在

小学阶段，尤其是小学低

段，我会抽出更多时间来辅

导她的作业。随着孩子学

习习惯慢慢养成，学习能力

慢慢增强，家长要逐渐降低

辅导的比例，以便于孩子适

应更高阶段的学习。

审议什么
辅导内容是孩子不懂的、不会的，

需要大人点拨与指点。不难发现，我们

辅导的主体是孩子。

做作业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要

经历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的学习方式，都需要按照自己的学习节

奏来体验成长的滋味。填充式、跨越

式、包办式的教育方式已经不再适合，

家长应该倾听孩子的内心，了解孩子的

作业有什么问题。

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作业是怎样

完成的。自己的爸爸妈妈有过这样苦

口婆心、河东狮吼似的辅导吗？答案是

没有。再回头看一些优秀学子，他们的

父母谈起育儿经，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

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如何审议
作为家长，我的闺女虽然成绩不拔

尖，但是在辅导作业方面，我还真的比

较轻松。没有秘诀，只有两个字“信

任”。比如，孩子说，作业完成了，我便

不会去深度检查，而是多多表扬、鼓励，

如有建议，就以委婉的语气告知，希望

她下次做得更好。

给孩子创设安静的学习环境，家

长也可以读读自己的书，哪怕装装样

子也行。

以孩子的实际来理解、审视、督促

孩子的行为，如事先与孩子约定，早点

完成作业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避免做作业拖拉。

辅导过程中要多征求孩子的意见：

你现在有空吗？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吗？现在可以讲了吗？得到孩子应答、

允许之后，就要全力以赴。

遇到孩子有不会的，就提供查阅工

具，让她学会自己去查阅、收集信息。

如果确实需要大人帮忙，家长就以学习

者的身份与孩子共同完成。与孩子一

起试水作业，但不要做得太好，给孩子

一点信心。

随着学业难度的增加，有些作业还

真的不会做。可以先学、预知，再和孩

子一起探讨。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能太高：字写

得难看、标点符号错误、一个数字写错、

一个词不会读等，都不需要发火。换位

思考，可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

□嘉兴高级中学 鲍周生

对大多数教师来说，评上高级职称

（主要指副高职称）是教育人生的一大目

标。而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了，就觉得万

事无忧了。从此，就躺在“高级”的摇椅

里优哉游哉，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我早期迷恋文学写作，虽然发表了

不少诗歌、散文、小小说作品，但或多或

少耽误了职称之路，因此直到41岁才评

上高级，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迟的。

然而，我的教育人生恰恰是从“高

级”真正开始的，我渐渐远离了文学，全

身心进入教育教学研究。如今，10多年

过去了，经过自己的努力，我取得了一点

小成绩：先后被评为县（区）级教学能手、

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在核心期刊与省

级期刊发表教研文章200多篇，参编教

学类书籍20多本，出版教育教学随笔集

2本。

由于我的年龄已超过45岁，不能参

加市级学科带头人的评选，多多少少有

些遗憾，但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陶醉于

自己的语文教学与研究天地，不亦乐

乎。因此，我觉得“高级”对我们的教育

人生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那么，成为高级教师后，该如何在专

业发展上成就自己呢？我觉得：

第一，精心打磨课堂特色，逐步形成

教学特色。可以从文本细读开始，精心

设计自己的教学，注意生成，与学生一起

创建民主、和谐、灵动的课堂，还要重视

作业的个性化设计，并做好教学反思，写

好教育教学笔记。

高级教师要精心打磨自己的课堂，

把课堂“一亩三分地”上出自己的特色

来。有人会说，都已经是高级教师了，还

怕上不好课吗？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

“学无止境”，假如不学习，得过且过随随

便便地混日子，迟早会被时代抛弃的。

第二，尽心挖掘学生潜力，助力实现

成才梦想。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服务，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考

试成绩，更要在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成

就学生，不断丰富他们的核心素养。

国家非常重视中小学生的创新思维

开发与特长发展，我们要立足于课堂教

学，并努力开辟第二课堂，发掘学生的潜

力与特长，成为他们成长成才路上的贵

人。既成就学生，也成就自我。

现在，“高级”越来越低龄化，只要有

名额，青年教师35岁评上的大有人在。

如果觉得已完成任务，从此脚踩刹车，停

止成长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离

退休还有20多年的时间，这样一成不变

地“刷”教育，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想，教师还是要有所追求的，不妨

好好研究自己每天的教学，让自己在专

业上变得更强大；让我们互帮互助，携手

同行，做个教育的追梦人。

评上高级不是终点，而应该是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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