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少儿习作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也
不可例外地具备内容和形式的两大方面。
这两方面的关系，作为习作指导者的老师
或家长，该如何处理才能对学生有帮助
呢？在有明确的理念支配下的指点，或不
明就里的眉毛胡子一把抓，效果是有很大
差异的。
我国作文教学走过长长的探索之路，

许多的教材编写者、执教者都在实践和思
考，希望做得好些，再好些。
笔者做了一辈子的小学语文教师，有

机会纵观了作文教学的演化过程，体会到
了几代人为之付出的艰辛，也感受到了各
种试验的利弊得失。

在作文实践中的体会
小时候读书，课程表上有作文课，但

课本中无作文教材。遇到写作课，老师往
往在黑板上写个作文题，没有任何指导，
学生自己写作。有的老师会在巡视过程
中，发现写得比较正确的、好的，就喜悦地
拿起学生的半成品读给大家听。有时候夸
奖内容找得好，有时候也说形式写得正
确。小作者会觉得备受鼓励，其他同学也
会不由自主地“货比货”，或间接受到肯
定，继续往下写。或直接受到启发，马上改
弦易辙。但到底重内容，还是重形式，无论是
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强烈的意识。只是笔
随心到，自然流露。像当时的农家种田，靠天
吃饭。

小学毕业考初中，只考一篇作文，没有老
师教过学生根据题目套现成材料什么的，大
家规规矩矩，该多少分，就多少分。

现在想来，那时的作文课，也没什么不
好，一切顺其自然。教材中的每篇课文，都可
看作是学生习作的范文。课外阅读的书籍虽
然不多，但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交换着读。善
讲故事的同学，成为当然的小领袖。虽然老师
没有强调内容与形式孰轻孰重，但讲生活中
的故事总是第一位的，怎么样来讲，总是在有
了材料之后再作考虑的事。否则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当时的不利之处，在于师资来源广，教学
质量天壤之别。有些师资不能保障学生写作
水平的正常发挥。想来当时的教育上层机构，
一定在寻找科学的、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
出路。

等到我做了教师，“文革”使新中国十七
年的教育被全盘否定。记叙文不再写了，大文
章是写大批判，可以抄报纸。小文章是写检
查，多做自我批评，就可以通过。足足十年时

间，语文教师没有研讨过语文教学，
所以笔者这一代人，对语文教学的
研究，起步特别晚，当教育的春风吹
起来时，大家早已过了人生的春天。

例文教材带来的思考
语文书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一

般课文的教材，取名为“习作例文”，
顾名思义，是让学生的习作，学有例
子，仿有榜样。出现这样的教材，寄
托着教材编写者的厚望：但愿学每
册教材的学生，有一个个明确的写
作目标，基本上要达到差不多的习
作水平，避免会教的老师与不太会
教的老师，教出的学生水平相差太
悬殊。当时有种观点：写毛笔字时，
先要描红、临帖，然后才能脱手自己
写。写文章亦然，也要先有描和临的
过程，然后才能独立完成习作。
从那时开始，就有一些专门研

究“习作例文”的公开课推出。这些
公开课对例文本身，分析很透，每一
小节写什么，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
这样写。在老师带领下，学生一起来
咀嚼，嚼得碎碎的咽下去。
据笔者观察，并不因为有了这

样的习作例文教学课，小学生的作
文就有了突破性的普遍进步。就像
让大家观摩了別人烧饭煮菜，一招
一式看得很清楚，也记住了流程。轮
到自己来做了，发现没有备好米和
菜，只能干着急。或者是找到的原材
料是面和肉，记住的流程和招式又
用不上了。也只能另起炉灶，使习作
例文起不到示范作用。
小学语文教师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他们依公开课的样，画自己习作
例文课的葫芦，画出来的葫芦没有
太走样，但是葫芦里的药，没有什么
疗效。

一部分教师在实践中觉得别
扭，开始质疑“描、临式观点”，描临
书法作品需要文房四宝，描临例文
需要什么呢？需要自己准备好习作
内容，这个问题未解决，描临也就谈
不上了。再说，描临书法作品，一开
始越像越好。那么描临例文是否越
像越好呢？
事实上已出现了一批与例文几

乎一样的文章。小学生文章开始越
写越假了。五年级有习作例文《小木
船》，例文本身挺可爱的。写同学之
间的友谊，用小木船作为线索，伙伴
间在要好时赠作礼物，闹矛盾时摔
坏了它，要分别时又捡回并修好了
它，同学情谊恢复如初。这个故事挺
能反映小学生的生活现实的。但学
习例文后造成的结果是，翻版式的
文章千千万万，内容，情感和中心一
模一样，只是换了一个道具。
习作例文教学，由于偏于形式

学习，忽视材料收集等作文内容的
指点，出现了负面的效应。正是在这

个阶段里，有很多老师探索作文教学跳出教
材，另辟蹊径。探索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呈
现出缤纷的状态：游戏后写作；练小品后写
作；设计活动后写作；童话习作；寓言习作；老
师讲故事梗概，学生添加细节……归总起来，
探索和思考，都集中在帮助学生先找到习作
内容的难题上，然后再寻找表达的形式。

如今看来，包括习作例文在内，所有的
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在后期，对习作例文的处
理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回归到恰当的地位，
不再是形式上必须照搬的金科玉律，它只是
举例说明：作者发现的生活内容，寻找到了合
适的方法来表述。

如今，习作例文早已退离教材，但走过的
弯路，仍留下了许多启示。从一期课改之后。
教材中的作文教学内容有了某种回归，并在
回归的基础上有了升级 。每个年级设若干个
大目标，每个目标下必须完成几篇作文。每篇
作文的提示都涉及两个方面：指导收集材料
在先，指导如何落笔在后。这样的安排符合认
识规律与操作规律，也给师生们留下了很大
的实践、思考、总结的空间，大家应该更有所
作为。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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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实验小学生胡海跃“走
红”微博，他的爱好很独特———

家里有个“生物角”
专门饲养小虫子

! ! ! !“这个小盆友很棒啊！”这是这几天在微
博里热闹转发的一句赞美词，说的是奉贤区实
验小学二（!）班胡海跃同学研究昆虫的故事。
昨天下午放学后，小胡同学兴致勃勃地接受了
采访，谈了他因昆虫而“走红”网络的情形。

兴趣让他深入钻研
不久前，奉贤实验小学举行“小蚂蚁讲

坛”的第一讲，上台主讲的就是胡海跃同学，
题目是《我和蜘蛛的故事》。在演讲中，他对
同学们说：“自然界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昆
虫。它们不仅外形美丽，而且都有着独特的
本领，简直太神奇了。我从小就喜欢它们，小
时候也最爱听动物的故事。我喜欢趴在地上
观察螳螂捕食、蚂蚁搬家；我还喜欢蹲在墙
角里看蜘蛛结网和捕食。而研究动物的最好
方式，就是把它们养起来，给它们喂食，然后
再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

对于小小的蜘蛛，胡海跃观察得可仔细
了，研究也算是到家了。他说：“蜘蛛以丝结
成的网具有高度的粘性，是它们主要的捕食
手段。对粘上网的昆虫，蜘蛛会先对猎物注
入一种特殊的消化酶，能使昆虫昏迷、抽搐
直至死亡，并使肌体发生液化，蜘蛛会以吮
吸的方式进食，一点儿不漏吃个干净，最后
只留一个躯壳。”而且，对于蜘蛛的种类，小
胡同学也是了如指掌。“比如地中海的黑寡
妇蜘蛛，它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即腹部有一
个红色沙漏图形。悉尼的漏斗网蜘蛛，它的
毒液比响尾蛇还毒。此外，大自然中还有着

十分有趣的笑脸蜘蛛、狼蛛，以及体型极大
的毛蜘蛛呢。”他说。

爸妈和他一起耍玩
对于迷恋昆虫的奇特爱好，换了其他家

长或许会断然否决，但胡海跃说，他的父母
还会跟着他一起玩小虫子呢。他说：“妈妈常
带我在花丛中捉蝴蝶，当然她也告诉我少惹
蜜蜂，特别是个头巨大的马蜂。每当我新发
现了一个昆虫品种，我就想知道它叫什么名
字、它喜欢吃什么东西。记得有一次，妈妈带
我去桂林，我们捉到了一只头上长着一只角
的硕大甲虫，回到宾馆后妈妈和我就去网上
查找，才知道它叫‘独角仙’，是昆虫里的‘巨
兽’，体大而威武。”如今，小胡的爸爸特意把
家里的阳台腾了出来，取了个名字叫“生物
角”，里面堆满了养着各式小虫的瓶瓶罐罐。
爸爸还鼓励儿子要好好研究这些昆虫，但也
要注意卫生，不要把小虫子放到餐桌上。

据悉，在奉贤实验小学，有着各种独特
兴趣爱好的同学还有不少。金哲民校长说，
早在 "##$年学校的少先队便组建了“小蚂
蚁”俱乐部，这学期又开办了“小蚂蚁讲坛”，
取名“小蚂蚁”，就是为了鼓励同学们要学习
蚂蚁家族“勤劳、不畏艰难、齐心协力”的精
神，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一定要有蚂蚁搬家
似的执著精神。以后，学校会不定期地组织
有特殊爱好、特殊才能的同学，登上“小蚂蚁
讲坛”，报告他们的探究成果。

本报记者 王蔚

对一篇文章的评价，涉
及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读
者总是先被文章的内容吸
引，觉得书中的内容是新鲜
的、陌生的，是别开生面的，
抑或是不可思议的，就会有
一睹为快的阅读兴趣。

然后，也被表达的新颖
形式、独特语言所深深吸引，
觉得文章原来可以这样来
写，线索可以这样安排，人物
可以这样出场，太别具匠心
了，太出人意料了。或语言是
这样清丽婉转，描写是这样
惊心动魄，读后是这样荡气
回肠。爱读书的人正是在这
样隐秘的快乐中读了一辈子
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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