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缩从一
中

华教育艺术研究会领办

国文章学研究会导读导写研究中心会刊
★ 全国青少年优秀出版物
★ 黑龙江省首届期刊评比优质期刊
★ 黑龙江省首届期刊分类审评一类期刊

⋯0lI|1lⅢlIllI⋯⋯⋯Ⅲ《⋯⋯||1lIII
Q K 1 8 0 1 3 9 0

2 O 1 7．1 2

教育新干线

◇生花妈笔。让作文昀语言生动起来

◇训练习作三部曲提升学生写作品质

◇高田语文作文教学方法搽究

◇互评互改一一提高和由生写作鹾力昀新援索

◇自主阅读。收获快乐

◇生成对话。追求共生式语文课堂

◇曹眼整位，指导新日斟作文准确立意

◇颜察与积累成就小学生高效作文教学

由国知网、了毛源期刊网、维翟网、万方数据网、博■网、教胄阅读网等数据库呈文收录万方数据



2017年12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23-1304／G4

社 长

总 编
刘景耀

总编室主任 刘志超

主 编佟雅娜

副主编 黄文博

封面设计
赵丽娜

版式设计

责任编辑 刘志超姜红晶陈墨李超

编 辑 刘晓霞张燕

编辑部0459—6292389 6292390

发行部0459—6292391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大庆教师迸修学院

编辑出版 作文成功之路杂志社

印 刷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每月10日

通信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

作文成功之路杂志社

邮政编码 163316

E—Ill a i I
zuowencg一1W@1

26．com

网 址http：／／www．zwcgzl．com．Cn

广告许可 2306004000204

定 价 1 5．00元

合作媒体蟹堕堕

CoD七GD七S@目

O卷肯。

浅谈如何强化小学生的写作行为⋯⋯⋯⋯⋯⋯⋯⋯李 讯

打牢起步阶段习作训练的两个支柱⋯⋯⋯⋯⋯⋯⋯·陈明珍

浅析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多元化教学方法⋯⋯⋯⋯⋯·余彩银

高中写作教学课堂结构优化研究⋯⋯⋯⋯⋯⋯⋯⋯王小芳

依托绘本，练写对话⋯⋯⋯⋯⋯⋯⋯⋯⋯⋯⋯⋯⋯郑国英

在习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朱晓明

如何提高小学语文古诗文教学有效性⋯⋯⋯⋯⋯⋯·梁荣芬

生花妙笔，让作文的语言生动起来⋯⋯⋯⋯⋯⋯⋯·郭宏亮

团刨见
训练习作三部曲提升学生写作品质⋯⋯⋯⋯⋯⋯⋯罗来福1

高中语文教学中“微课”的应用价值与方法⋯⋯⋯·尹善斌2

初中生写作动机的激发与培养⋯⋯⋯⋯⋯⋯⋯⋯⋯陶锦亚3

正确提问是提高低年级语文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林素娟4

生活体验式作文⋯⋯⋯⋯⋯⋯⋯⋯⋯⋯⋯⋯⋯⋯⋯杨春玲5

试论综合实践活动中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指导··段晶晶6

团探索
高中语文作文教学方法探究⋯⋯⋯⋯⋯⋯⋯⋯⋯⋯李 鹏7

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杜 艳8

读写结合提高初中生写作能力的探讨⋯⋯⋯⋯⋯⋯·蔡路成9

初中音乐欣赏教学研究⋯⋯⋯⋯⋯⋯⋯⋯⋯⋯⋯⋯周 霞1f1

探究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吴平原11

小学生习作教学初探⋯⋯⋯⋯⋯⋯⋯⋯⋯⋯⋯··陈明兰12

打造初中语文高效语文课堂的策略探讨⋯⋯⋯⋯⋯徐 军13

互评互改——提高初中生写作能力的新探索⋯⋯⋯·刘 飞14

强化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成效的策略探寻⋯⋯⋯⋯⋯周 飞15

经典诗文诵读对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影响⋯⋯⋯·董 川16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伏 毅17

小学中高年级习作训练策略研究⋯⋯⋯⋯⋯⋯⋯⋯严 肃18

团理论

利用已有资源，创造未知精彩⋯⋯⋯⋯⋯⋯⋯⋯⋯刘 君19

浅析网络环境下小学语文写作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苏天慧2f)

核心素养引领下提高低年级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策略研究⋯

⋯⋯⋯⋯⋯⋯⋯⋯⋯⋯⋯⋯⋯⋯⋯⋯⋯⋯⋯⋯⋯汤桂菊21

校园足球静待花开⋯⋯⋯⋯⋯⋯⋯⋯⋯⋯⋯⋯刘 勇22

关于微课应用于中职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朱世红23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顾晓花24

如何让小学生的作文返璞归真⋯⋯⋯⋯⋯⋯⋯⋯--胡 静2j

浅谈留守儿童的教育⋯⋯⋯⋯⋯⋯⋯⋯⋯⋯⋯⋯⋯唐玲玲26

户外体育活动在幼儿园的组织指导⋯⋯⋯⋯⋯⋯⋯陈 静27

另辟蹊径——提高高中生写作能力的几点思考⋯⋯·黄建悦28

农村小学语文“四个一”的有效教学探究⋯⋯⋯⋯·徐永贵29

教育新干线

遂塑每{垫
万方数据



Contents@昂

学前家庭教育的误区——挑错教育⋯⋯⋯⋯曹盛博3f1
农村初中作文教学的症结与对策刍议⋯⋯⋯卞有勇31

团经验
巧用“何等”抒真情⋯⋯⋯⋯⋯⋯⋯⋯⋯··丁莉莉32

浅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陈 卉33

尝试教学小组互评互改模式在初中语文作文

评改课中的运用⋯⋯⋯⋯⋯⋯⋯⋯⋯⋯⋯--李 琴34

加强小学语文教育，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

⋯⋯⋯⋯⋯⋯⋯⋯⋯⋯⋯⋯⋯⋯⋯⋯⋯⋯薛 轲35

最恰好的示范⋯⋯⋯⋯⋯⋯⋯⋯⋯⋯⋯⋯··朱双明36

识字教学，小学低年级语文课堂的重任⋯⋯徐 瑾37

如何强化小学语文识字教学的趣味性⋯⋯⋯高艳艳38

论小学语文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实践⋯⋯⋯曾宏艳39

自主学习策略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应用⋯蒙 田4f)

有效开展作文点评教学提升高中生写作能力··杨锦花41

“小练笔”大作文——浅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

谈小学语文作文表达能力培养⋯⋯

巧学多练会说⋯⋯⋯⋯⋯⋯⋯·

小学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纾解方法

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策略研究⋯⋯

团阅读

张丽娜42

陆 军43

姚锦青44

周美红45

王隆昆46

自主阅读．收获快乐⋯⋯⋯⋯⋯⋯⋯⋯⋯⋯曾贱女47

巧设问激活语文阅读课⋯⋯⋯⋯⋯⋯⋯田雪晴48

刍议高中文言文的诵读策略研究⋯⋯⋯⋯··吴春峰49

学生语文自主性阅读能力的培养⋯⋯⋯⋯⋯谢玉梅5f)

小学语文阅读中的教学重点解读⋯⋯⋯⋯··吴宝兄51

初中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互融共生的探讨⋯郭 晗52

激趣．让高中语文阅读课堂充满活力⋯⋯⋯吴菊珍53

高中语文教师课外阅读的调查研究⋯⋯⋯⋯吴建炜54

论课外阅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彭燕华55

阅读教学设计之取舍举隅⋯⋯⋯⋯⋯⋯·邱燕艳56

小学语文教学中细读文本的妙用⋯⋯⋯⋯⋯陶亚娟57

浅谈小学语文中的朗读指导教学⋯⋯⋯⋯⋯朱亚增58

循循善诱，扩大学生课外阅读量⋯⋯⋯⋯·-官文英59

课外阅读，提升农村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周爱英60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与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方法⋯

⋯⋯⋯⋯⋯⋯⋯⋯⋯⋯⋯⋯⋯⋯⋯⋯⋯王东梅61

课外阅读，让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更精彩⋯吴绍凤62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提升的思路探讨⋯邹耀华63
团课‘簧

生成对话，追求共生式语文课堂⋯⋯⋯⋯甘 雯64

浅析提升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效率的有效策略⋯洪美玲65

把语文课堂还给学生⋯⋯⋯⋯⋯⋯⋯⋯⋯⋯陆 佳66

遵从对话原则，建构“悦读”式语文课堂⋯李冉冉67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探讨··杨小庆68

教育新千线

．髌，岿：堕’，嘭

试分析小学英语阅读教学的误区和方法⋯⋯··江鲜花69

语文教学“读”占鳌头⋯⋯⋯⋯⋯⋯⋯⋯⋯陈丹丹7(1

巧用QQ，帮助学生将生活和习作互联互通⋯郑 睿71

挖掘“单元练习”的教育价值与教学策略⋯--马 蔚72

小学语文教学中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张小芳73

团技巧
巧用教材，让细节描写更出彩⋯⋯⋯⋯⋯⋯·董红梅74

小学语文低年级看图写话教学策略⋯⋯⋯⋯-·万晓艳75

浅析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的有效融合⋯
⋯⋯⋯⋯⋯⋯⋯⋯⋯⋯⋯⋯⋯⋯⋯⋯⋯⋯·黄晓琴76

着眼整体，指导新材料作文准确立意⋯⋯⋯⋯⋯⋯

⋯⋯⋯⋯⋯⋯⋯⋯⋯⋯⋯⋯⋯⋯·曹 兰叶 婷77

信息素养视角下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策略探究⋯
⋯⋯⋯⋯⋯⋯⋯⋯⋯⋯⋯⋯⋯⋯⋯⋯⋯⋯侯 凯78

高中生议论文写作现状及议论写作能力培养··徐敏丹79
小学生“礼”学素养全面提升的教育策略⋯··赵增敏8r)

让写作成为一种习惯和乐趣⋯⋯⋯⋯⋯⋯⋯·石荣飞81

自问自探教学模式下小学生写作指导管窥⋯··曹媛媛82

素材积累让小学语文作文灵动起来⋯⋯⋯⋯·柏玉兰83

团教学
浅析提升小学生“礼”学素养的重要意义⋯-·李彦波84
小学作文教学中学生习作点评的策略探讨⋯··袁 昕85

寓教于乐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吴 峰86

开展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小学语文教育质量--凌 岚87

浅谈小学生语言积累教学的优化⋯⋯⋯⋯⋯-卢海兵88

浅谈小学低年级“礼”学教育⋯⋯⋯⋯⋯⋯·崔辉丽89

巧用“学讲”，高效识字⋯⋯⋯⋯⋯⋯⋯⋯·吴 燕9()

微课，让初中语文教学真正的发生⋯⋯⋯⋯·赵 娟91

浅谈初中语文教学活动的生活化⋯⋯⋯⋯⋯·谢乔宏92

浅谈互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胡晓敏93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强化学生的语言积累--石艳红94

小学低年级游戏教学方法的案例研究⋯⋯⋯-钟娟梅95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深度阅读”分析⋯⋯⋯-钱洪宣96

浅谈小学生生活化写作教学策略⋯⋯⋯⋯⋯·周 芳97

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余冬花98
试谈小学中年级人物作文教学活动的有效策略⋯

⋯⋯⋯⋯⋯⋯⋯⋯⋯⋯⋯⋯⋯⋯⋯⋯⋯⋯·周昌顶封二

囫作文

君若到时秋已半⋯⋯⋯⋯⋯⋯⋯⋯⋯·

o特别推荐。

挖掘生成资源，构建生本课堂⋯⋯⋯-

影视资源与初中语文教学的整合⋯⋯·

小学生写作心理要素强化策略探究⋯·-
把握整体视点。由“解码”到“编码”
观察与积累成就小学生高效作文教学··

汪云鹏封三

毛善玲插一

张 慧插二

于肖肖插三

吕华明插四

徐 超封底

万方数据



双察与积累成就心I学生商效推文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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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

的过程。”小学作文教学中，教会学生观察与积累，就打开了一条高效作文之路。

【关键词】

观察积累作文教学

写作教学是小学语文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小学生感到困难的问题。不敢动笔。不会表达。不愿写作。这些问题也是语

文教师最为棘手的难题。如何破解，就需要走进小学生的写作实际，贴近学生的内心情感．引导学生从观察中了解生活。从

现实中来表达情感。作文教学是一项基础性而任务艰巨性的课题．在启发学生写作思路．增进学生写作热情过程中。自

主、合作、探究的导入。来渗透写作训练。来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

一、学会观察。增进学生对周围事物的感知

观察是一种能力．也是作文教学的基础。对于任何学生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从自我的观察历程中来组织材料．而没有观

察力的人。是难以将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感触到的情感进行顺畅表达。那么如何提升观察力。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指

导学生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鼓励学生打开思维的慧眼。用心灵去捕捉那生活中看似平常而不平凡的现象。比如新奇的故

事．学校里的优美风景。从观察中触景生情。情动辞发。而流淌于笔端。在培养学生观察力过程中，教师要优化以下几点

思路：一是让学生明确观察的目的。对于观察教学．要引导学生从观察中发现目标。确立观察的重点。比如去动物园观察猴

子．要融入观察．就要从猴子的行为、猴子与其他动物的差异性上进行观察。然后才能发现猴子的特点。二是要明确观察的

顺序．按照那种发展规律来融入观察。观察本身具有多样性，不同事物．在观察中的顺序也不同。比如对于静态事物的观

察。可以根据其方位来观察。三是在观察中要抓住事物的特点。比如观察某种小动物。要从其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以及

所具备的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本领等方面进行记述。四是在观察中要进行对比、丰誓观察的视野。比如可以结合教材中的文

章。从远到近、从上到下。从整体到局部。从风景到人等顺序进行铺陈叙述。

二、学会阅读。从日常阅读中积累素材

阅读是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阅读本身也是知识的吸收、内化过程。从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如何从阅读中发现

素材，积累素材，如何从阅读实践中增长写作能力。比如在不同作品的阅读中．可以学习别人的写作手法。可以借鉴别人在

文章整体架构中所应有的素材。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己准备一份《阅读积累本》．将自己平时在阅读中所看到的有益的篇章

进行摘抄。特别是一些关于风景的描绘．关于情节的叙述。关于人物的刻画。关于情感的表达等精彩片段进行积累。使其成

为自我平时写作的素材资料。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丰富的参照和补充。当然。在积累阅读素材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如何更

好地挖掘写作素材的内涵。引导学生从阅读中增强观察生活的能力。比如对一些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对社会事件中的点滴细

节进行观察和记录。小学阶段的写作素材积累与写作训练是融合的，教师要鼓励学生从模仿、仿写、引用素材等方式中。培

养自我的写作思维力，帮助学生养成积累素材的习惯。比如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采用的积累素材的方法也不同。对于低年

级学生。建议学生从漫画、图画等书籍中来学习描写，来编写小故事，来开发想象力，来写出对事物的理解与认识：对于高

年级的学生。在已经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就需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范例的素材中进行挖掘和整理，并通过列出一些阅读书

单。鼓励学生从平时的阅读中，来发表自己的见闻，来增进自己的写作感悟。

三、关注写作技巧的应用。读写结合

写作与阅读是相互融合的，写是为了表达，而阅读是为了增进写作。写作技巧是写作教学中的一部分，也是鼓励学生掌

握一定写作技巧。来促进学生读写结合。比如在写作中要注意把握主题，要做好文章前后句子的连贯性，要对素材进行合理

的选择，要确定写作范围。围绕主题来阐述，不能跑题。比如苏教版三年级上册《石榴》全文以季节的变化．按照抽枝、长

叶、开花和结果的顺序描写了石榴的成熟过程。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的写法能够把事物写得更加生动、形象。实践中。掌握

一定的写作技巧，可以帮助学生从自我的写作训练中，抓住写作的核心。提升语言的表达力与内涵。

总的来讲。对于小学生作文教学。教师要不断挖掘和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参与动手仿写，充实自我的文化素养。教师要教

给学生写作的方法。让学生的思想在广阔的写作空间邀游．任意发挥．学生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真正成为作文的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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