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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指导中得到教益
孩子总是喜欢在新鲜的氛围中学习，老

师就要投其所好，在同一件事上稍稍变化，花
样翻新。既保持一些约定俗成，又有点新的挑
战，这是大多数学生乐意接受的。

有一次，写《桥的故事》，老师想做得更
好，特地通过听写句子：桥是连接两岸的通
道，有时候，我也是一座桥。让学生一下子从
理解“桥”的本义开始，领会到它的引申义。把
一幢建筑物，一处景观，引到了人际关系上。
学生的瞬间思维跨度很大，让部分善于响应、
善于感悟的学生获得求知的愉悦感。再由他
们将自己对句子的领悟和理解，与同窗分享。
情绪立即调动起来。学生的习作可根据自己
的生活素材，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课堂也容
下了更多不同的层次，上中下层间有很大的
回旋空间，特别是上层空间可以尽情开发，不
受限制，学生的创造力得到鼓舞。
写作完毕后，批改、统计后发现：
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用“桥”的本义写文

章，而且写得不错。这一定是，学生在对两个
写作题目与写作材料之间，权衡利弊的过程
后，发现自己掌握的“本义”材料更厚实，更熟
悉，更有话可说，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坚定
地作出了选择，写出了很好听的桥的故事。

有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用“桥”的引申义
写文章，这可能也是有些老师们始料不及的。
事实说明，引申义并不一定比本义难写。学生

们通过形象思维，看到了自己在某些人际关
系中，起到了实际上的桥梁作用。写出来有点
讲家长里短的故事的意思，这是大部分学生
擅长的，是平常训练过的。只不过是角度换掉
了，自己在故事里的作用变大了。

有同学曾经为两个闹意见的朋友作过劝
解，成了桥。有同学为老师瞎批评学生作了申
辩，让老师明白了真相，成了桥。有同学让参加
了不如意的兴趣小组的同学调出来，成了桥。

有同学写出了自己是修复父母关系的
桥，前前后后的察言观色，动脑筋、想办法，俨
然是生活的小主人。有同学写出了自己是奶
奶和妈妈之间、婆媳关系之桥。两代人的观念
不同，想法不一，从冲突到和好，都是因为自
己。在叙述这些经历时有些痛苦心情，有些良
苦用心，读后令老师动心动容。小学生的生活
并不是像人们一言以蔽之的：无忧无虑的少
儿时代。此题下的作文对生活的覆盖面足够
大，让老师得到很大的教益。

笔者正是在一篇篇小学生习作面前，变
得“不敢轻易言教”。变得敬重学生，一如敬重
同事，敬重家长，敬重领导。不敢造次。

学生在交流中收获成功
写真实的人际关系故事，让学生学会了

记事写人，迈出了坚实的前几步。更重要的是
孩子心目中开始有他人，开始关注他人的言
行举动。开始对分清人事的是非曲直有了一
些基础的概念。在阅读中，在听讲中，他们也

会借鉴更达意的表现手段。
表达生活是一个层面，表达独特的生活

是另一个层面，是高一级的层面。文章的真实
性应向独特性、新鲜感发展。

文章的重要作用在于交流，交流生活经
验，交流不同感受，交流各种思想。大致相同
的生活内容，再通畅流利，也失去了交流的价
值。所以，引导学生看到自己生活的与众不同
之处，充分地发掘出来，寻找一个新鲜的角度
表述，往往使习作有了交流的价值。

有的学生家里有高龄的太爷爷、太奶奶。
辈分如一座座大墙，人际关系因辈分隔得有
些远了，学生会忽略掉。老师提醒他们，不是
每家每户都有太爷爷、太奶奶的，他们是你家
独特的老宝贝，你要参与孝敬老人的行列，要
设计出特地为老人家做的事，并记录下来。果
然会有好文章出来。

有的学生家里新添了小弟小妹，不管是
亲的，还是堂的、表的，老师也祝贺他们荣升
兄姐。弟妹的成长过程是兄姐习作材料的富
矿，在独生子女成普遍现象的环境里，能见证
一个比自己小的小人儿成长，多了不少推人
及己的机会，非常难得，很是独特。要多找机
会接触，拿出做哥哥姐姐的范儿，再记录下过
程和感受。果然有同学会连篇累牍地、充满爱
意地写，也会有好文章出来。

老师不断地推波助澜，学生好作品层出
不穷。你写弟妹，我就写兄姐；你写妈妈生孩
子，我就写爸爸住医院；你写熟悉的健康人，

我就写陌生的乞讨者；你写任课的老师，我就
写打扫的阿姨……一旦闸门打开，水流奔涌。
学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出现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提供写作的好材料。自己的故事还写
不完，何必抄袭作文选？那是奇耻大辱。

多年前，有一个叫卢怡的小朋友的故事，
有点独特，值得在此留下一段文字。

卢怡四年级时，在她奶奶的引荐下，与笔
者相识。卢怡的爸爸妈妈都是聋哑人，他们分
别是聋哑学校的老师和生活管理员。奶奶特
别担心，卢怡在无声的环境中长大，会影响到
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发展。
可事实证明，奶奶的担心有点多余。卢怡

长得很漂亮，性格坦率、真诚，心态特别宽爽，
对爸爸妈妈敬爱有加。基于她的这些特质，笔
者建议她阅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等著作，鼓励她写出一系列与聋
哑人爸妈相处的作文。

她的文章内容让我们大开眼界。从卢怡
打开的一扇扇窗口中，大家了解聋哑人是如
何聪明地生活和工作的，他们是如何与这个
变化着的社会密切联系的。他们的孩子在家
庭中起了多少重要作用。《做爸妈的口语翻
译》、《聋哑人打电话》等习作有充分的资格与
大家交流，无论是习作的内容，还是作者的情
意，都获得大家的好评。

在卢怡读初中时，她的奶奶有一天打来
电话通知我，请看!月!日的《新民晚报》，“夜
光杯———十日谈”栏目，有卢怡写的关于和聋
哑人父母如何生活的文章。又过了一段时间，
卢奶奶又来电通知我，请在!日!时看上海电
视台专题节目，有介绍卢怡和聋哑人爸爸妈
妈幸福生活的片子。

笔者读了文章，看了专题片，又一次温习
了卢怡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又一次分享了
卢怡健康、阳光的精神光芒。卢怡的好文章在
更大的范围里、更高的层面上，与更多的人群
交流了。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朱丽春

人际关系是少儿习作的金矿（二）
老师和学生，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人际关系。在这对关系中，

老师并不是单纯的指教和付出。一项教学任务，在双方合作、共
同完成之后，教师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获得经验是必然的，除
此之外，还会带来自我质疑、反思、叩问等很有益的思考。特别是
你看到了活生生的儿童的情感和思想，与自己原有的所谓“学
生”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你不由得想做得更好，所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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