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版式 穆军/孙维维 邮箱：hbrbxjz@126.com 校对 王娟 3版成长周刊·课堂

一、大量阅读

博览群书是培养孩子语文素养基本功

之一，甚至可以说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根

本。大量的课外阅读是提高孩子语文水平

不可替代的手段。美国心理学家克拉森的

心理实验研究表明，学生充满兴趣的课外

阅读对提高他们写作能力，远远大于机械

的写作训练。

语文成绩好的孩子几乎都是特别喜欢

课外书。这些孩子往往有很多的积累：语

词的积累、素材的积累、情感的积累等。这

样的孩子在写作上往往有突出的构思、神

奇的用词，在阅读理解方面有杰出的见地，

在说话方面有超出他人的见识等。总之，

他们由于见多识广而语文根底厚实。

坚持阅读是培养理解能力的有效途

径。特别是多读一些文辞优美、气魄宏大

的散文，对提高理解能力很有帮助，比如

《鲁迅文集》《读者》杂志等，对培养这些能

力和素养都很有帮助。

博览群书不但是孩子语文素养的基本

功之一，而且是孩子成材的一个重要条

件。因为丰富的知识是创造力必不可少的

一个条件，也是见识增长，智慧来源的途径

之一。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中一定不能远离名著，培养孩子阅读经典名

著要从小引导，循序渐进。同时要注意不但

要阅读，而且要写读书笔记或者书评。

二、背诵经典

背诵经典文章、名言佳句也是培养孩

子语言素养基本功之一，中学毕业孩子如

果能背诵150首古今诗词，25首白话诗歌，

40篇精美的文言散文（每篇三五百字），10

篇精美的现代白话文（每篇 800 到 1000 多

字），200多条古今中外格言警句，那么，他

的语文功底应该是不错的。如果在孩子记

忆的黄金时间——16 岁之前，让孩子记诵

大量的语言精华，那么，这个孩子从小就奠

定了坚实的语文根底。

如果不能在孩子们阅读背诵的“童子

功”季节引导他们走向阅读的海阔天空，让

他们在书中与历史对话，与高尚交流，与智

慧撞击，从而打下沉实、厚重的文学素养、

人文素养的基础，将来孩子就很难成为高

尚的、文明的，具有创造性的现代人。

三、勤写日记

日记能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思考能

力，分析辨别能力，增强孩子的自我约束

力，提高孩子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自我反省

能力，更重要的是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力和

积累作文素材。

写日记的好处大大超过了教育者的想

象。培养孩子写日记的习惯要循序渐进，

开始可以写短些，每天一两句，到每天三五

行，慢慢提高增长。内容也不拘格，什么都

可以写，想象的，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国家大事，小到

鸡毛蒜皮等，要做到有闻必记，有为必记，

有见必记，有感必记。

但一定不能出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现象，哪怕一两句也要写上，写得荒诞一点，

不合常规也行，但必须要写下去，目的是为

了习惯的养成，终止了，就前功尽弃了。

只要老师与家长引导得当，一定能够

大幅提升孩子的写作水平与语文水平。

四、开阔眼界

要孩子懂得：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

堂。语文学习应该在课堂上，但绝对不是

只靠课堂就能学好的，生活也是语文学习

的课堂，语文学习还

要在广阔的天地中，

引导孩子睁开惊奇的

眼睛面对世界，去直

面精彩纷呈的生活场

景，开展丰富多彩的

语文实践活动。去逛

书店、旅游、看展览、

做采访、搞调查、看焦

点访谈；讨论下岗分

流、西部开发、腐败现象、庸俗文化……

让孩子在丰富多彩的世界里，懂得我们

生活在奇妙的大自然里，生活在多变的信息

社会中，感受人世间的爱与恨，美与丑。

五、写好作文

作文是需要灵性的，是需要创造力和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

写作能力，世界各国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例

如美国从小学开始，写作就是孩子们的必

修课，到博士毕业都是如此。

那么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我们提供

建议如下：

1.能说出来就能写出来。

“我说表我心，我手写我说”，就能打消

孩子对写作文的距离感和畏惧感。说的时

候就是“话”，把它写在纸上就是“文”，怎么

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大人有

大人的想法和说法，孩子有孩子的想法和

说法，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说法，所

以每个人写出来的文章都不一样，这就是

写作的秘诀。

2.让孩子用自己的语言写。

所谓作文就是让真挚的思想感情从心

灵深处流淌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

要给予过多的约束和限制，不要给予太多

的标准，不能把大人自以为是更有“意义”

和“价值”的东西强加在他们头上，最需要

的是宽容。忠实自己的心灵和生活，是打

开作文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要多用短句子，多用白话，多用具体事

例，少用概括性句子，多采用描述性语言。

做人要直，作文要曲。

3.模仿中创新。

人类能借助模仿而飞快地学习。特别

是孩子，他们非常善于在模仿中学习，如果

不许模仿，他们一定举步维艰。刚开始的

所谓临摹，可以以记人家的结构为主，犹如

偷学了几招花拳绣腿，当然，临摹“结构”学

的是招式，偷的是初级功法。临摹“构思”

和“角度”，学的是配方，“偷”的是中级功

法。临摹人家的“思维方式”，学的是精髓，

“偷”的是高级功法。

在模仿中要有创新，还应教会孩子像

大师一样思考。像大师一样，并不困难，只

要对生活的态度不粉饰、不矫情，坦诚地去

表现、体味、感悟、剖析生活，特别是自己最

熟悉和最有兴趣表现的生活，就可以了。

让孩子学会把自己的观察思考整理整理写

下来。看、想、写，往复运动，盘旋上升，久

而久之，文章就既有生活又有思想了。

4.给孩子展示和被认可的机会。

宏湖是北京某报社的一位编辑，他向

邻居高二学生吴菲约稿，没想到吴菲“作文

在班里较差”，但是因为稿源奇缺，他还是

说服吴菲花了三天的时间写了一篇稿子。

后经他的“润色”，文章登出来了，稿费也同

时算出来，1600字的文章共得25元稿费。

他想不管吴菲文章写得好赖，毕竟耗

时三天啊，25元稿费确实太少了，就自己又

贴上 15 元，凑了个 40 元的整数给吴菲送

去。谁知从那以后，吴菲就像一个上了发

条的机器，拼命写稿，不但是一个优秀小作

者，而且在2002年的高考中，以674分的总

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孩子之所以不喜欢写作文，不是因为

他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教育者缺少一颗宽

容的心，缺少一颗发现优秀的心，缺少一颗

善于激励和欣赏的心！他们往往只顾及学

生的作文，而忽视了作文的学生。

在一定意义上教育者不应该把力量都

放在“指导”孩子如何写作文上，而应该研

究如何给孩子展示和被认可的机会，即研

究如何“发表”这些作文。“发表”是广义的，

哪怕只是当众念一念，“制作精品作文集”

“内部出版”等都是发表。“发表”——给孩

子展示和被认可的机会是最强劲的推动

力。只要公开发表过一次作文，从此就会

改变孩子对作文的态度。作文的持续热情

和灵感，很大部分是靠“发表”运转起来的。

5.多练多改。

巴金说：“只有写，才能写出好文章。”鲁

迅说：“好文章是修改出来的。”修改是写作

文最后一个步骤，并且非常重要。文学巨匠

托尔斯泰一部《复活》就改了六次之多。

6.素材积累。

引导和促使孩子通过观察、调查、访

谈、上网、阅读、思考等多种途径，运用各种

方法搜集生活中的材料。写作成功秘诀在

于写熟悉的事，写具体的事，写感动自己的

事，写自己喜欢的事，写自己体验尝试实践

过的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多读名家之

言，多欣赏名篇做积累是根本。生活是写

作的源泉，要让孩子多体验生活。

语文学习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