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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谈 “双减”之下，写作训练我有招！
朱雅慧

（浙江省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浙江 瑞安 325200）

【摘要】《“双减”背景之下，写作教学应从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角度出发，贴近学生实际，寻找适合学生的写作途

径，让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观察生活，更要切中重点，努力解决学生拿起笔来觉得“无材料可写”，“无处着手

写”，最终使他们能情动而辞发，写出一篇篇文笔优美、生动真切的好文章。

【关键词】“双减”之下 写作教学 有法可循 有料可写 情动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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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

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

过程。”“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

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这段

话中前者告诉我们，作文教学不仅要着眼于学生书面表达能力

的提高，而且还要关注学生自我意识发展和精神世界的建构。

后一句则强调，写作教学要生活化。那么，在现如今的“双

减”背景之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好教材，引领孩子们观察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提升写作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写作的积

极性，最终达到提升学生的习作水平和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目的呢？结合自己在平日里写作教学中的实践所得，我认

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引领学生进行写作训练。

一、以教材为范例，习得方法。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叶老先生的这句

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语文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

学习的材料。能入选课本的每一篇课文绝对都是文质兼美、具

有语文教育功能的、典范的文章，在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教材中或写作的方法；或篇章间架结构；或遣词造

句，或开篇、结尾，总会有那么些值得让学生去借鉴和模仿之

处。有些可能只是就某一句或一段话的仿写，有些甚至整篇文

章都可用来仿写。鉴于以上的认知，在这“双减”之下的一学

期，我继续着以“跟着课文学习作”这一主题对孩子们展开写

作训练的设计和落实。在引领学生对教材的精读之下，在借鉴

和模仿的基础之上，让学生进行适当仿写。同时，鼓励有能力

的学生在仿写的同时大胆地去进行属于有自个儿味道的创作。

如部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第22课的《四季之美》

这篇课文，是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写的一篇以时间为序的写景

散文。全文语言简洁，仿佛一位邻家女孩向读者娓娓道来，娴

静委婉，韵味不尽，值得再三品味。在作者的眼里，春天的黎

明、夏天的夜晚、秋天的黄昏、冬天的早晨是最美的时刻。四

季之美在四时：春天的黎明，鱼肚色的天空与红紫云彩交融；

夏天的夜晚，萤火虫着实迷人；秋天的黄昏，点点归鸦、比翼

联飞的雁群，传递着回家的温暖；冬天的早晨，火盆是和谐的

保障。字里行间，动静态相结合的描写方式，作者细腻而真挚

的情感溢于言表，不由得让读者深深感受到清少纳言对自然、

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

结合《四季之美》这篇课文的以上写作特点，在阅读教学

的过程中，我便有意识地引领孩子们去学习作者清少纳言描写

景物、表情达意的写作方法，引导学生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阅

读经验结合起来，也来尝试写写自己身边的景致，来表达自己

对大自然，对生活、生命的热爱。为了拓宽学生们的仿写范

围，我在设计这一课的写作训练时，鼓励他们在仿写这篇文章

的间接结构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同时，可尽量拓宽写作的对象，

选择自己最有感受的给以描写。从最后学生们呈现的写作内容

来看，他们笔下的写作对象丰富多样，各具风采。有学生以古

代四大美女为描写对象，全文由五个小节组成。“春秋最美是

西施”、“东汉最美是貂蝉。”、“西汉最美是王昭君。”、“唐朝最

美是杨玉环。”前四个小节这样的开头便吸引人眼球，更为绝

妙的是“此四女之美，各具风采，世人皆知。”的结尾读来不

由得让人感慨孩子的创作能力真是在你想象之外的。如下图：

有学生选择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个节日为描写对象。当

你读着这样的开篇，便已感受到了佳作的气息：“每过上一个

仪式感满满的传统节日，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的内心便会增添

又一波的温暖。”更别说文中诸如“春日最温暖是除夕夜。”这

样洋溢着满满节日氛围的话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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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学生以“四季”、“家乡”、“校园”等为写作对象进

行描写的。一篇篇的仿写内容呈现既有来自与对教材的借鉴和

模仿，也有属于自我创作的部分。每每阅读着这些有味儿的文

章，便会无比幸福着学生们在习作上的成长！如下图：

“跟着课文学习作”的招儿，让学生渐渐在教材上习得方

法，再通过与之相关的有效的写作训练，努力让他们写之有

法，挺好。当然，学生们习作能力的提高绝不仅仅单靠这样的

写作训练呢！

二、以生活为载体，提炼素材。

对于孩子们来说，比起“怎么写”的问题，有时“写什

么”也绝对会是个问题。叶圣陶先生说过：“生活犹如源泉，

文章犹如溪水，源泉丰盛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流个不停。”

其实，小学生的生活是不会贫乏的，大至宇宙世界，小到学校

家庭，许多事情都会拨动他们的心弦，他们有一个不停变幻色

彩的生活领域。但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以无目的性观察，无意

注意占主导的思维方式关注世界，许多可供写作的材料，他们

或不曾仔细观察而视而不见，或不曾真切感知体验而成为过眼

烟云，大量重复繁杂的表像造成学生感悟上的迟钝和麻木，以

至作文时无话可说，无事可写。针对这种现象，我努力引领学

生把目光延伸到家庭、社会、日常生活中，告诉学生处处留心

皆学问，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生活中处处都有可写的内容。但

是，就单纯的这种灌输，相信大多的孩子还是无多大感的。

也正好，在“双减”政策下，学生的作业负担减少了，校

外培训也减少了。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随大人走出家

门，去观察身边发生的事物，可以更广泛接触社会，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郊游、登山、划船、参观工厂、农村，观看展

览……这些有益的活动都可以激发孩子们对生活的热爱，开辟

感受生活的途径，拓宽学生写作的渠道，激发写作的热情。在

这个过程中，老师要联合家长一起引导学生，把观察到的事物

进行描述、探究和反思，产生一吐为快的创作欲望，把目之所

见、耳之所及、心之所动的有意义的事物记录下来，写出真

实、鲜活、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

还真是有些些效果，这个国庆，家长们陪伴孩子一起参与

了“十岁成长礼”。在仪式之前，我有意识地渗透孩子要多一

份心去留意整个仪式的具体环节，在这些环节中，你有着怎样

的观察所得和感悟。仪式结束的一天后，孩子们都上交了和成

长礼相关的习作，有描写成长中的感悟的；有写给成长中要感

恩的父母的；有对自己的未来展开美好畅想的……之所以孩子

们能有这样真情实感的习作呈现，一部分的原因也就在于生活

这个载体给了他们最好的素材。

成长礼现场图片一之：

成长礼现场图片二之：

统而言之，总而言之，生活处处有风景。做个生活中的有

心人，孩子们的写作素材永远不会贫乏。除了生活，在我看

来，抓住契机，巧妙地对学科之间进行融合，既能培养他们的

观察力和想象力，更能激发孩子们的习作之灵感。

三、以学科融合的方式，抓契合点。

小学五年级，是夯实学生写作基础和培养孩子拥有各种习

作能力的关键时期。其中，和孩子们的写作能力息息相关的观

察能力更是身为一名语文老师在教学生写作时该给以培养的重

点能力。可往往大部分孩子不善于观察。

也是巧了，在科学教材中，“动物的一生”这一单元为孩

子们编排了就蚕卵蜕变到飞蛾的学习内容。针对这样的教学任

务，任教科学的鲍老师很是有心，她提前给每个孩子分发了蚕

卵，并给他们布置了养蚕的任务，同时要求他们每天细心观察

蚕卵慢慢长大到蜕变的过程并给以记录（除了有文字形式的记

录，同时配以成长中的蚕卵变化的照片）。在这一整个过程中，

鲍老师给学生有序指导，用心的家长也给了孩子最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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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孩子们的观察记录——

想来孩子们在课余时间的养蚕生活定是忙碌的，同时也是

有滋有味的。这不，时不时地会看见他们把刚孵化出来的蚕带

到教室里的兴奋模样，有些会小心翼翼地托在手上；有些会放

在自制的纸盒子里连同纸盒子一并藏在了抽屉里，生怕不见了

似的；有时个别胆大的家伙甚至还会炫耀般拿着蚕在我面前摇

来晃去地“吓唬”我这个怕蚕的语文老师。

每每这样的情形，我便想着，何不来个学科间的融合，引

导学生在仔细观察的过程中去写写关于蚕或养蚕的事儿，因为

有这样真正花时间进行的实践经历和观察，应该比较容易促发

孩子们习作与表达的思维花火。不是吗？在孩子们养蚕的过程

中，有专业学科老师的指导，有家长的用心协助，这样写什么

的问题早已不成问题了。

可是，该怎么指导孩子写之有序呢？还是继续让教材这一

最好的老师来引领孩子去写观察中的蚕宝宝们吧。记得当时孩

子们刚好在学习一篇略读课文——《小虾》，作者菁莽真真了

得，仅仅利用文中的第二、三两个小节内容，便将小虾不同年

龄段的外形特点和不同状态下的动态描写得活灵活现。本来只

是篇略读课文，可以一节课带过即可，但是从初读后，就发现

孩子们和我一样喜欢上了菁莽笔下的小虾，于是和他们再细

读，最后又精读，小家伙们深深地被作者妙笔之下的虾所吸

引。那时，感觉这虾在他们的眼中，应该不仅仅只是虾了，而

是如同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既调皮又霸道与可爱并存的小玩伴

了。我问他们，你觉得作者菁莽能把这虾写得如此传神的最根

本的原因是什么？大部分的孩子异口同声地说，得益于菁莽对

小虾的细心观察和喜爱；有的说，他用词太准确了，还很会用

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方法来表现小虾的不同动态。在这样的情形

下，我说，那你们能来写写自己在近段时间里养的蚕吗？我们

就以小虾为范文，可以试着模仿着写。小家伙们听了，个个是

跃跃欲试的。

式的呢

相信接下去他们对蚕的观察和记录绝对是更为细致和用心

的，对这一习作的完成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不然，怎么会有诸

如《会魔术的蚕宝宝》，《结茧记》，《变茧的蚕宝宝》，《了不起

的蚕》等习作精彩纷呈地出现在我眼前，甚至全都是图文并茂

？

下图为孩子们的习作呈现：

最美好的写作呈现，我想，应该就是这样自然地情动而辞

发的状态吧。有心的老师们，如能善于抓住学科之间契合点给

以写作的引领，那时多美好的一件事。希望情动而辞发能一直

在，于是我想到了这一招-----

四、以轮流日记为阵地，促动积极性。

渐渐的，五年级的学生有了一定的习作表达的欲望，此

时，给他们一个自由发挥和竞争的平台，从某一种程度上来

说，比刻板的方法的渗透和模式化的训练更能激发学生写作的

兴趣和积极性。

在这想法之下，便有了新学期一开始，就完全放手让学生

自行去进行的小组轮流日记的诞生。班级四个小组，每个小组

颁发一本空白的日记本。要求学生把日记本当作一本自编的刊

物，刊名需要各自小组成员自行确定，封面和封底的插图等也

需要小组成员自行给以设计，不仅如此，包括目录也要给以规

划设计。至于轮流日记里的书写内容，并不日记化，诗歌，寓

言、小说，散文，状物的，记事的，写人的，小组成员有灵感

的，便可随时在轮流日记本上给以书写。每完成一篇，可立即

拿给老师评价量星。一组中所有成员率先完成了书写的，给小

组每个成员以奖励；四个小组所有成员都完成了一轮书写的，

综合量星最多的小组每个成员给以奖励。如下图就是最先完成

一轮轮流日记的优秀小组颁奖留影——

还真别说，这别样的既给以自由又带有一定竞争形式的写

作方式真是大大激发了学生写作的兴趣，促进了他们的写作热

情。随便拿起哪一组的日记轮流本，里面包含的题材也是五法

八门，其中一个小组成员——酷爱阅读的王鑫同学在课外读了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后，居然也在日记本上创作了小说连载，

虽然文笔还是稚嫩的，但同学们还是被他描写的小说情节所吸

引，竟然好些个都成了他的武侠粉。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教者若

有心，学者必得益。”在“双减”之下，通过以上的一些经过

实践的招，想说，有效的写作训练，学生绝不会陷入“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他们一定会逐渐爱上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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