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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周刊·论文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高级中学 胡彩英

一般情况下，高考作文如果内容不离题不偏题，

语言基本通顺，结构基本完整，得分可在42分至45

分浮动。写作能力如果到高三再来训练的话，高考

作文分数往往很难有较大的提高。相反，如果能够

在高一、高二的作文教学中夯实基础，到高三再进行

整体训练，或许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构建作文教学体系

依据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我们发现写作指导

分散在每个专题之中，比较凌乱而无序。因此，我们

以文体分类为大纲，先做好作文教学体系编排与实

施的前期准备。进而依据由易到难、由浅到深，与教

材相挂钩的原则，建立作文教学的三大体系，确立了

高中学生作文训练的目录清单。

1.高一记叙文：创造性、形象性、情趣性

（1）选材恰当，触动心门；（2）由事及理，丰富内

涵；（3）细节描写，彰显个性；（4）波澜起伏，跌宕多

姿；（5）抒情议论，增添亮色；（6）锤炼语言，形象生

动；（7）学会虚构，想象升华。

2.高二议论文：鲜明性、准确性、逻辑性

（1）多向思维，立论新颖；（2）论据恰当，点石成

金；（3）逻辑清晰，学习论证；（4）记叙抒情，恰如其

分；（5）锤炼语言，精练缜密；（6）缘事析理，深刻透

彻；（7）精雕思想，微言大义。

3.高三综合训练：整体性、深刻性、时代性

（1）有关人格精神的话题训练；（2）有关情感关

怀的话题训练；（3）有关人生态度的话题训练；（4）有

关人际关系的话题训练；（5）有关教育成长的话题训

练；（6）有关生命智慧的话题训练。

通过建立高中作文教学体系，打破作文教学的

瓶颈，让作文教学变得有的放矢，既有重点突破，又

有综合写作能力的培养，阶梯式地提升学生写作能

力。让学生能在写作中用自己的眼光和审美能力，

进行哲理透视，挖掘深层次本质，进而把握时代脉

搏，让人听到时代的脚步声，不断迸发思想火花，产

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掌握技法综合提升

构建有序的作文教学体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

则，让作文教学变被动为主动，与阅读教学并驾齐

驱，阶梯式地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1.化整为零，重点突破

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通过审题、立意、结构、语

言、表达方式等不同点的训练，让学生逐一巩固每个

写作技法。

在进行“精雕思想，微言大义”这一作文训练点

的训练时，笔者让学生联系生活，在细节中品味人生

内涵。一次，我让学生写一篇在西湖边驻足赏荷的作

文，一些文章对于所见的荷花，极尽优美之词。我提

醒学生，能否从“荷花与水”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思考

其中的内涵。很快，有学生展示了自己对生命的阐

释：“荷可以是从各方面来体现它的生命力。‘水’是荷

的一个载体，更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力。平平稳稳泄天

下，缓缓静静绕江山。‘柔’是其最大的特色；心静，则

水平也，但它所表现的无波澜的神韵却是在另一世界

所被发现的‘前动’生命力。”这样一来，许多学生不断

涌现灵感的火花，形成了热火朝天的讨论场面。作文

的立意也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了一定的深度和

内涵。

所以，在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聚焦一个点进行

训练时，要当好“顾问”的角色，不可越俎代庖，但也

要积极启发学生给予引导，要让每个学生在写作训

练中“跳一跳”都能摘到他够得着的“果子”，来增加

他们的信心，提升其写作的兴趣。

2.观察生活，角度多样

多角度观察生活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为我们提出的学习要求。语文的外延

是生活。不热爱生活的人，不会思考生活的人，只是

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而已。学会多角度观察生活，

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谛，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低头”的话题作文中，有学生写道：“当我在

登山时，总是低着头坚实地踏好每一步，沿着坎坷的

山路一步又一步向前迈进，茂密的山林无法阻挡我

的去路，陡峭的山峰不能使我恐惧，因为我始终迈向

前方的那一寸土地。人生或许就是一次登山，低头

注意脚下的每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巅峰。有时我

们总是缺少低头向前的精神。学会低头向前，成功

就会变得不那么无法触及。”

该生由爬山的感受去思考人生哲理，结合生活，

写出了低头向前的精神，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在低头

的同时，是否更需要抬头？于是我引导学生：站在山

顶，抬头远眺，一片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心胸顿时开

阔，一切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多角度观察生活，多

角度体会，会让文章更有思辨性。

3.不断修改，提升能力

在重点突破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大作文与片段

作文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以自己的一篇课堂习

作为基础，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每次修改目标明

确，解决某种写作技法，让学生有话可说，这样做，

针对性强，学生写作积极性高，能够提升课堂写作

的效率。

一名学生在作文《学会承受》中有这么一段话：

“江河、蓝天、大地，都有承受的能力，那么人也有承

受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学会承受，承受生命的起伏。

只有经历磨难，学会承受，才能成功。”这段话，语言

比较朴实，学生运用了类比手法，但是事物与事物之

间、事与人之间的特点不够形象，使得语言比较苍

白。在教师的指导下，他进行修改，最后呈现的是：

“群山在无声中承受伟岸，江河在无声中承受恢宏，

蓝天在无声中承受旷远，大地在无声中承受永恒。

千万别以为，万物没有承受的能力。其实，人啊，在

无声中，亦送走时光的斗转星移，笑看人间的月圆花

瘦，把持心灵的阴晴曲直，掂量生命的跌宕沉浮——

承受生命。承受其实也是一种美。人生本是漫漫不

可捉摸的永恒的一段旅程。其实‘丑小鸭’在经历磨

难、学会承受后也会唱出天鹅之歌。”这样的修改使

得文章有血有肉，有对大自然的感悟，让读者感受到

作者的刚毅，并对“承受”有更深刻的理解，更让学生

增强了写好作文的自信心。

4.品读文本，见解内化

我们构建的作文教学体系并不是和教材相割

裂的，反而应该依托于教材，因为新教材中的许多优

秀文章充满理性色彩，对生活有着深层次的思考感

悟，精彩纷呈。我们的阅读，实则就是一个鉴赏美、

发现美、创造美和丰富美的过程，对人生和生活的思

考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笔者在进行“细节描写，彰显个性”这一作文

点教学时，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范本。该文

的第二部分写出了母爱的伟大，要求学生在对文

本进行深层次的感悟和解读后，写一个自己最亲

近的人。

一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一种爱叫作永远的

期待》，文章通过写父亲的“谎言”——父亲为了让自

己好好复习参加中考而放弃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陪着自己读书，表现父亲对孩子永远充满期待的那

种爱。整篇文章感情真挚动人，特别是人物外貌的

细节描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父爱的博大、深沉，而

且语言优美、行文流畅，能够激起读者的共鸣。

可见，以教材课文为模板，逐渐让学生的模仿发

生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变化，不断体验创作名篇的

乐趣，逐渐消除学生怕写作文的心理，最终激发学生

特别是能力较差学生的写作兴趣。

5.综合训练，辅以评价

高三的作文教学应该化零为整，站在更高的角

度，进行大作文的训练。依据学情，把握时代的脉

搏，让学生习得自我评价和修改自己文章的综合能

力。而高一、高二所学的知识点，只有让学生能够收

发自如地运用起来，才能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一种写

作素养。

作文的综合训练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我

们把重点放在成文之后的评价与提升上面。评价的

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把学生分成几个合作小组，

对教师所挑选的几篇文章进行重点分析，每个小组

负责一块内容，如构思立意、标题语言、材料选取等，

并由组长在讨论之后，形成完整的评价文章。对于

有些文章，学生可以直接进行修改。

在训练以“骄傲”为话题的文章时，学生们发现

其中一篇文章已经尝试综合运用高一学过的记叙文

的种种写作技法，如象征手法、细节描写等，以“老杨

树”儿时的伙伴为依托，去阐明自己对“骄傲”的逐层

解读，但是语言还需锤炼，而且对于“骄傲”深层内涵

的解读似乎还不够清晰。于是，学生进行讨论，并对

文章的部分内容进行再创作：将首段“看看眼前长满

伤痕的老杨树，我有些愧疚，因为这些伤痕的始作俑

者就是我。我走近它，触碰到它那暴露的大动脉，心

里默念：‘谢谢你，给了我骄傲的定义。’”修改为：“你

没有柳树婀娜的身姿，你没有松树盘旋的虬枝，你有

的只是满身的伤痕。抚摸着你身上的伤痕，我不免

有些愧疚，因为这些伤痕的始作俑者就是我。我走

近你，触碰到你那暴露的大动脉，看到上面一个又一

个的愿望，一道又一道的划痕，不禁感慨万千。一阵

微风，杨树的枝叶轻轻地响起，带着我的思绪飘向了

远方……”

高三作文训练，在回顾高一、高二写作技法的基

础上，更要注重整体训练，选择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

题，还学生以话语权，诱发学生的表达冲动，创设适

宜的表达情境，让学生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真实

体验和真切感受。

因此，作文教学体系必须以贴近生活本质的教

材为依托，让学生把书读厚，把人读新，把世界读穿，

结合人生经验和读书体验，形成独到的见解，准确深

刻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青田县腊口镇中心幼儿园
朱 茜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指出：环境是重

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

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

展。区角环境创设作为一种隐

形教育模式，其价值受到学前教

育界广泛关注。那如何将班级

区角环境创设成一个符合幼儿

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的活

动场呢？我以任教的小三班区

角环境创设为例，介绍我和孩子

一起探索的过程。

一、围绕主题活动，创设相

适应的区角环境

在班级区角创设中，根据

《纲要》先定位大目标，对各个区

角作整体布局，比如激发幼儿亲

情的、鼓励科学探索的、促进语

言能力发展的、培养幼儿动手能

力的，保证幼儿在区角活动中有

一个全面和谐发展的环境，再结

合主题目标，投放材料。

如小班上册主题活动《亲亲

小动物》，我们的做法是：在阅读

区投放相关小动物书籍；在建构

区提供积木、纸箱、木板让幼儿

搭建各种小动物的家；在手工区

投放动物照片，让幼儿给他们做

相框；在益智区玩小动物找家的

游戏；在“娃娃家”让幼儿给动

物做喜欢吃的东西，给小动物

喂食，穿衣服、洗澡等。在活动

中，每个区角都有密切的联系，

如阅读区、美工区和建构区中，

幼儿分工合作，有的看书找图

片，有的作画，合作设计了多幅

既环保又节能的动物家园图，教

师再把幼儿的作品展示在建构

区的展台上，既美化了环境又培

养了幼儿的创作能力，还增强了

幼儿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二、结合主题活动，创设孩子喜欢的区角环境

幼儿对区域活动的参与程度高不高，要看设

置的区角是否符合幼儿的兴趣。我们根据小班

上册主题《我上幼儿园了》，创设了角色区“娃娃

家”。师幼精心布置“娃娃家”，尽量营造出家的

温馨氛围。我们一起制作了宝宝睡的床，在床

上铺上了小动物花纹的四件套，并且还为其挂

上了粉色的蚊帐，床的一边配置了梳妆台，梳妆

台上有梳子、头花、护肤品等。床的另一边有衣

柜，衣柜里放着娃娃穿的各种衣服、吸汗巾等。

在厨房里，我们用海绵纸制作了各种食物，如馄

饨、饺子、面包、海带串等，用不织布制作了大白

菜、茄子、热狗、草莓、薯条、生日蛋糕等，并用迷

你的塑料盘装好，放在陈列柜上。幼儿们从家

里带了整套的碗等厨具，还用卡纸做了厨师帽，

缝了碎花的围裙。与此同时，在“娃娃家”旁边，

我们还设置了“狐狸农场”，里面种上了各式各

样的蔬菜，菜地旁边还有一个鱼塘，幼儿拿着钓

鱼竿，拎着水桶在钓鱼，鱼钓上来了拿到厨房

烧。班里好朋友生日到了，幼儿可以在“娃娃家”

为好朋友过生日，他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生日

歌，一幅温馨感人的场景展现在眼前。

再如我们的阅读区，收齐了幼儿与爸爸、妈

妈亲子阅读的照片，粘贴在阅读区的墙上，书架

上动物类、汽车类、童话类等书籍可供孩子阅

读。我们还在阅读区铺上了绿绿的、柔软的地

毯，放上了各种形状的靠背，幼儿可以舒舒服服

地坐在地毯上看书。

三、深化主题活动，引导幼儿自主创设区角

环境

我们还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求，鼓励他们参

与班级环境的创设。将主动权交给幼儿，激发他

们参与创设环境的积极性，但教师要进行适度引

导。教师和幼儿一起根据主题目标及幼儿关注

的内容收集资料，教师用心发现幼儿的兴趣点和

已有经验水平，引导幼儿主动创设区角。

我们在开展“汽车嘟嘟"这一小主题时，发现

汽车是幼儿心爱的玩具之一，是他们的兴趣所

在，因此决定开设有关汽车的区角。我先引导幼

儿讨论这个区角需要什么材料？有的幼儿说要

建一条公路，为了大家的安全，还要在公路上建

红绿灯；有的幼儿说要建停车场，还要给停车场

画车位，车停起来才有秩序；还有的幼儿说车脏

了要洗，建个洗车场也很有必要。教师和幼儿一

起收集材料，一起制作公路、红绿灯、洗车器等，

完成后材料归类摆放在相应的地方，就这样师幼

一起完成了汽车区角的布置。接着教师又和幼

儿交流讨论区角的名字，很快“狐狸玩坊”就诞生

了。幼儿在自己创设的区角里玩耍，自由选角色

（司机、交警、停车场管理员、洗车工），显得格外

高兴。

班里的区角环境创设仍在继续，在区角环境

创设的过程中，幼儿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而教

师是引领者和支持者，将班级区角创设成符合幼

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的活动场，有利于幼

儿保持高度活动热情，充分发挥区角环境育人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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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椒江区教育教学发展中心 潘双双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受认知、年龄等因素的综合

作用，单单依靠教师的口头阐释，部分学生难以深刻

理解文章内涵，且很多学生无法将知识网络构建起

来，导致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容易忘记，降低了课堂

教学质量。思维导图具有思路可视化的特征，将其

运用到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高效掌握知识，加深其

对知识的记忆，显著改善小学语文教学成效。

一、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学习效率得到提高

将思维导图应用于小学语文教学中，能够帮助

学生明确学习思路，改善学习成效。小学语文涵盖

了十分零碎、繁多的知识点，部分学生无法对重点

知识进行辨别，导致学习效率大大降低。而基于思

维导图的支持，学生可以将新旧知识紧密联系起

来，明确课程的重点。

2.个性化发展得到实现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接受教师的灌

输教学，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而思维导图的

应用，则要求学生自主阅读文章内容，绘制思维导

图。在这一过程中，能让学生能够对文章内容独立

感知，对重点知识进行科学梳理，可以有效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习惯，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二、思维导图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1.高效传输教学信息

为促使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提高，语文教师需将

思维导图的可视化优势利用起来，帮助学生明确掌

握教学思路。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首先于黑板上

详细罗列教学思路，引导学生结合教师所制作的思

维导图，深入阅读、分析和掌握文章的结构与主

旨。这样学生能够对教师的教学信息有效接收，更

加透彻地理解文章内容，高效实现教学目标。

例如，教学《小蝌蚪找妈妈》一文时，教师即可

借助多媒体或黑板等工具，向学生们呈现思维导

图，结合语言讲解，帮助学生理解教学思路。文章

涵盖了起因、经过及结果三个部分，学生结合思维

导图，阅读文章内容。首先要明确小蝌蚪找妈妈的

起因，之后了解小蝌蚪找妈妈过程中出现的事情。

最后讨论小蝌蚪是否成功找到了妈妈。按照这样

的顺序，可以帮助学生透彻理解文章内容，降低学

生学习难度。

2.优化自主学习过程

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自主学习策略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学生之间的差异客

观存在，部分学生由于不具备良好的语文基础，导致

自主学习过程中容易有诸多的困难出现，影响到自

主学习成效。针对这种情况，教师需引导学生借助

思维导图详细罗列阅读思路，完成阅读活动后，详细

审视制作出来的思维导图，且对比教师的思维导图，

将两者之间的差异找出来，进而调整学习过程。通

过本种教学模式的实施，不仅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

可以得到改善，思维发散能力也可得到培养。

例如，教学《吃水不忘挖井人》一文时，教师需

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同步制作思维导图。本篇

文章共分为三段：第一段将时间、地点、人物等阐述

出来；第二段对毛主席挖井的事迹进行了讲述；最

后一段则对文章的主旨进行了表达。学生通过制

作这样的思维导图，能够高效理解文章结构与主

旨，提高了自主学习的成效。

3.改善合作学习效果

将合作学习策略应用于小学语文课堂中，能够

拓展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与合作精

神。传统合作学习模式下，受表达能力等因素的影

响，学生难以对其他学生的思路、想法等全面了解，

导致合作学习的优势得不到发挥。而基于思维导

图的支持，学生之间可以透彻了解对方思路，拓展

思考问题的角度，全面改善合作学习效果。

例如，教学《静夜思》一文时，教师可鼓励学生

以小组形式进行合作阅读，且分别将思维导图制作

出来。完成诗歌阅读后，小组之间对各自制作的思

维导图进行分享。不同学生在问题思考角度方面

出现较大的差异，有学生着重思考了诗歌中的比

喻，也有学生则对比了“低头、抬头”的动作。通过

这样的分享交流，进一步完善了思维导图，拓展了

学生的思路和视野，帮助学生更加透彻、深刻地理

解诗歌主旨。

4.提高知识复习质量

完成每篇文章的学习后，教师需要求学生注意

保存思维导图，以便促进后续复习活动的高效开

展。由于小学生容易遗忘知识，且复习过程中找不

到重点，通过保存、查阅思维导图，能够增强复习过

程的条理性。同时，又可以将学生的知识记忆唤醒

起来，降低了复习的难度。

例如，复习《金色的草地》一文时，学生通过观

察当时制作的思维导图，即可快速明确草地颜色变

化的原因、文章生字词等重点知识，通过已有知识

的唤醒，促使复习质量得到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效果的

改善，具有较大价值。语文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

认知特点，依据章节内容和教学目标，科学应用思

维导图，重新梳理与设计教学流程，促使课堂教学

质量得到提升。同时，要注重引导学生掌握思维导

图的绘制方法，鼓励学生将其应用于学习过程中，

以便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

浅谈如何整体构建高中作文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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