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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耐心
华中心小学蒋梅华

课，连不少老师也害怕习作课。因为“害怕”，一些习

作课变得“来去匆匆”，这显然是不对的。在此。笔者呼吁：

一、请留足够的时间观察

笔者曾听过一节课，内容是《魔方达人》。为了指导学生用语言文字凸显出人物的才能．教者安排一名魔方高手

到台前现场展示，并指导学生认真观察表演者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周围同学、老师的神态。表演者站在台前，表

情淡淡地、手发娴熟地还原了魔方。时间应该在8分钟左右。表演结束后，王老师趁热打铁，指导学生回忆画面并用语

言描述出来。从学生的现场表现看，语言其实很单一．甚至千篇一律，描述表演者的动作不外乎“娴熟”这一类词。应

该说。学生没有因为观察而产生联想。这样的观察是枯燥的，没有生机的。

细细分析。情有可原。学生只观察了一遍，而且只有短短的数分钟。坐在后排的同学甚至都不能完整观看下来。

即使看了一遍，老师布置的观察要求那么多。学生能够专心、细致地观察到吗?更或者说。即使学生能够按照要求逐一

观察。但学生有联想的时间吗?仅仅是带着目的忙于匆匆观察，这样的观察能开出绚烂的果实吗?

或许我们从巴普洛夫的名言“观察。观察。再观察”中能悟出真谛。细读“观察，观察，再观察”，巴普洛夫除

了强调观察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观察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只看一遍。这样的观察是不够的。一些熟悉的事物摆在我们

面前。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没有留意观察。一些精彩的风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我们表达不出它的美?

因为我们的观察没有达到“出神”的境界。

其实。教师可以当场把表演者还原魔方的过程拍摄下来．并移到镜头拍摄下同学、老师的表情．然后立即循环播

放这个特写的视频。让学生反复观看。只要给足时间，让学生静下来观察，并留给学生在观察后需要“发呆”“出神”

这类联想的时间，学生的思维会打开．他们的独特体验一定能创造出神奇的语言。

冰冷的现实往往会推翻美好的构想。如今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时代。在当下这个“快餐式”的学习环境下。留意观

察实属不易，“发呆”式地观察，定然是阻力重重。然而，越是大环境的“快”。越能体现出“慢”下来的可贵。作为

教育者，理所应当扮演开拓者的角色。

二、请给素材积累的时间

笔者还听过这样一节课。教师充分吃透了本次习作研讨的精华一一同题材习作，把上学期学过的作文《夸夸我自

己》与本次习作例文放在一起，让学生分析异同。从而掌握用“抓住特点、选择事例”的方法来“推荐小达人”．可谓

是独具匠心。这个环节的设计增强了学生审题、辨析的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写作经验。

其实不少中年级学生甚至高年级学生都存在选材“无米之炊”“无病呻吟”的病症。追本溯源，因为学生每天奔

走于学校及各种特长班，生活单调．在快节奏、强竞争的生活熏染下。学生无暇感受世界、品味生活，因此。写作时才

会出现“无事可写”“随意选材”的问题。

老师也许无力改变世界，但可以改造学生的生活。“新课标”在习作中指出： “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

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为了给学生创造出生动的写作素材．老师可以提前

带领学生熟知本册所有习作的写作内容。然后留下充足的时间给学生“预备”写作素材。比如说，苏教版五年级下册习

作1要求观察一种自然现象。因为预留了时间。学生可以在不同的空间、时间下观察自然现象，便于发现自然现象变化

的规律：习作3是学写新闻报道．因为预留了时间，鼓励学生多翻阅报纸，自主了解新闻报道的特点；习作4要求学写

参观或游记的作文，因为提前预留了时间。可以鼓励家长带领学生游玩，解决没有生活体验的问题；习作6是介绍自己

喜欢或者崇拜的人，因为预留了时间。学生可以在锁定崇拜者后真实搜集崇拜者的事例，取代空洞、编造⋯⋯

三、请给教者反思的时间

张田若先生在《小学作文纵横观》一文中指出： “从当前作文教学的情况看．普遍存在着一个要求过高过急，评

分过严的问题。幼儿园孩子学画画．用一支红笔，画一个不很圆的圈，旁边打上几条直线，对老师说‘这是太阳’。老

师高兴地拍着手说： ‘真像!真像!画得真好!’接着给打上个‘优’字。其实，这幅画既不准确。又无透视，没有背

景，没有色彩．送到美术馆去，准没人看。但是，为什么老师要打个‘优’字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能画出这

样的画就是了不起．就要表扬。将来的画家就从这里开始。拿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待小学生作文。不也应该根据儿童的

年龄特征来衡量学生习作吗?”张田若先生的话耐人寻味。对照“新课标”中对中、高年级段的习作教学要求．回顾

这两节课的习作教学，我们应该反思：完全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充分尊重学生的年龄认知特点，这才是合格的习作教

学，反之则是“揠苗助长”“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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