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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小学生的习作题目中，常常
有《我最喜欢的……》。这个题目因
为经常出现而容易被人轻视。请千
万别小看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中，
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指向，有经验
的老师，正是通过利用这个题目中
向内心指向的“喜欢”一词，鼓励和
引导学生向内观察，怎么会喜欢、为
什么喜欢，从而帮助学生把丰富的
内心情绪调动起来，表达出来。同
时，题目中的“……”是外部世界的
代表，可以指代小学生生活中遇到
的一切对象，有助于打开思路，拓宽
视野。内外两相会合，变化无穷，有
任人驰骋的感觉。

有老师通过将这个题目系列
化，让学生养成了朝自己的内心观
察的习惯，并通过内视，像镜子一样
反观外界，反观自己的生活和生活
中的自己。一次次地体验由外在的
感觉感知转化成内心的感受感动，
再由内心的感情而外化成文字的过
程，是学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规
范自己的过程，也是情感、精神成长
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写作知识、写
作方法、写作技巧积累和迁移，以及
写作能力形成的过程。
从记叙文的角度说，《我最喜欢

的……》，这个题目不受学段的限

制，每个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写。可以
集中一段时间专门练习几次，以帮
助学生掌握写作规律，也可分散在
各年段中，反映出学生在内省外视
上的成长。试想，学生若认真地完成
下面一系列的题目：《我最喜欢的食
品》、《我最喜欢的衣服》、《我最喜欢
的文具》、《我最喜欢的歌》、《我最喜
欢的学科》……在由外而内再由内
而外的循环转化过程中，学生有机
会将情感上留下过的印记，通过书
面表达，留下文字的印记，这是很有
意义的。不同学段的学生，在文章里
真实地反映本人内外兼修的历练过
程。当然，关键在于教师要具备意识
强烈的引导。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实
验：让一群四年级的学生面对这样的
作文题《我最喜欢的汉字》。老师的要
求是：看到题目后，立刻做出反应，不
要思虑再三。因为最真实的语感就来
自于即刻的视听结果，请同学将最先
想到的喜欢的汉字写在黑板上。

黑板上立即出现了几十个汉
字。师生一起来将这些汉字归类。第
一类，来自学生姓名中的字，请这几
位同学起立，讨论为什么会喜欢这
个字，学生们都会谈到这些汉字声
音很好听，字形很好看，含义很隽
永，通过对自己名字来历的回顾，想

起为自己取名的长辈。理解长辈的
关爱和期望，以及这份厚望给自己
带来的奋进力量。

这是孩子文化意识的觉醒，是
非常可贵的情感体验。老师评论说：
虽然几位同学的故事来源有些相
似，但具体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作文内容是值得写一写的，
虽然取名字的时候，你还不懂事，但
用名字的过程，你是全程参与的。要
充满感情地把文章写好。
第二类汉字! 大家一看汉字本

身，就知道是来自学生的喜好，如：
吃、睡、球、舞等，老师也请写这些字
的学生来交流喜爱它的原因。与第
一批学生不一样的是，每一位同学
叙述的起因、经历，都有自己的个性
特点，是别人无法复制的。
这说明孩子平时围绕这个汉字

的生活积累相当丰富，以至于呼之
即出。老师鼓励说，每个汉字的背
后，同学们各有独一无二的故事，当
你们将这些故事写出来时，便是写
出了自己的感受。请你们在写这篇
文章时，特别要写下自己的感觉是
如何一点一点变化的，情感是怎样
一点一点发展的，这样写出的故事
才真实可信。
第三类汉字! 令老师们一下子

看不清属于学生的哪一类生活。必
须请写字的学生本人来介绍思路。
一位学生写的是：藤，那是家里的一
架工艺藤椅，外形、来历、使用中都

有故事。一位学生写的是：巾，是一
条小主人从小到大睡觉时必在手中
捏着的浴巾。后来老师们在批改她
的文章时，对情感的正常与否也引
发过一番争论。有一位学生给大家
的印象最深，他写的一个汉字是：
史。听课的老师以为这是他的姓，后
来才知道不是，这汉字是他的课外
阅读爱好———清朝史。
这为数不多的几位显然是自我

意识强烈的孩子，特別是写“史”字
的学生，让老师们感到更成熟些。老
师鼓励他们说，这些材料一听上去
就让人感觉到有体温，强烈的情感
是伴随着内容一起出现的，希望一
定要好好表达出感情来。
这样的习作指导，无疑是很有

效的。学生落笔时，已成竹在胸。题
目中的对象，早就熟悉，只需梳理和
表达。题目中的情感，也是熟悉的，
只是糅合在字里行间，或呈现在某
些小节中单独表达，写起来方向明
确，节奏也容易掌握。老师们批改后
一致认为，习作是比较理想的。

有两个情况引起了老师们的
关注，值得在这里留下记录。
一是写一旦没有了熟悉的浴巾

就无法入睡的文章，有老师觉得，习
作虽然写得文通句顺，从作者本人
来说，感情是真挚的，故事也完整丰

满，但总让人觉得这习惯不太健康。
希望执教老师口头反馈意见给这位
小作者：人已经长大了，婴幼儿时期
的习惯该结束的要丢弃，不同的年龄
段做不同的事，否则显得不自然。

二是写“史”字的文章，这习作
在同龄学生中，肯定是出类拔萃的。
特别是文章中写缘由的这部分，给
我们这些读者留下的印象很深，又
一次印证了课外阅读对于一个人人
生的作用。

小作者叫李天意，出生在书香
门第、中医世家，他从小爱读课外
书。在这篇习作中，他写了自己读
书有得的经历。有一次到学校图书
馆借书，细细地搜寻、翻阅。在一个
角落上看到一本尘封的《清朝血泪
史》，竟然有如获至宝的感觉，抖落
浮尘后带回家，读后为曾经的社会
命运悲伤而落泪，而且一发而不能
收，从此专门找写清朝史的书来
读，虽说难免囫囵吞枣，但仍读得
不少。而且，他还逐渐地向上涉猎
到明朝。难怪老师一说写一个最喜
欢的汉字，他长期的阅读积累、情
感积累，让他即刻反映出一个“史”
字。他实在是有话要说，仿佛在等
待着让他说的这一天。习作内容翔
实，感情充沛，文字也老练。当作为
范文向全班同学介绍时，大家是心
悦诚服的。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朱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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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没有情感，就像搁浅的船，没有生命力，僵僵
地停滞在一处，动弹不得。情感载着文章前进。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俗话中的“人”，
一定是包括小学生在内的。小孩子有时候找不到写作

的材料，或者有些文章写得干涩无趣，其实质都是因为
未找到情感的突破口或宣泄点，老师在指导习作时，一
定要注重动用恰当的手段，进行情绪的引导。要让学生
有话可说，有情可表。

向外看世界
向内看情感

不同年龄做不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