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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2018年3月2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作文，“真快乐”

发现教学原创成果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快乐作文，几

乎是所有语文教师的梦想。

“真快乐作文”站在关照作文主体

生命特征的高度探索中小学作文的奥

妙。它从顺应学生天性、遵循作文的

自然顺序以及先放后收、贴近学生的

生活等教学原则出发，以情感激励、

调控为手段，以无痕教育为支点，以

遵循作文教学规律为基础，以学生积

极动笔、乐于表达为出发点，从内容

构建入手，通过创设内容与形式高度

和谐统一的愉快教学情境，让学生在

游戏中嬉戏，在活动中欢呼，在童话

中徜徉，在模仿中学步，在想象中驰

骋，在创新思维中求新求异……激发

学生不吐不快的表达欲望，自然催生

真、实、新、活的原生态、个性化作文，

找出了一条让每个学生都能“真快乐

作文”的路子。

发现作文教学规律

作文是中小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

体 现 ，也 是 师 生 备 感 头 疼 的“ 老 大

难”。传统作文教学中强调的“文必有

章”、限字作文等，都是学生起步作文

的“绊脚石”。要让学生快乐作文，教

师必须冲破传统作文条条框框的技术

性樊笼，给学生作文松绑，这迫切需要

一条治“本”之“道”，彻底治愈中小学

生作文难的顽瘴痼疾。

从 2002 年 3 月起，基于对中国古

代文化中关于作诗作文与情感的关系

论述，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中小学作文

教学的理论和经验，从解决课堂教学

中“教”与“学”的实际问题入手，我们

确立了指向学生素养发展的“以文明

德、以文笃行、以文立人”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的中小学快乐作文实践探索

和理论研究课题，致力于中小学作文

教学规律、快乐作文的内在情感机理、

教学机理等理论研究，在实践中构建

符合中小学生年龄阶段特征的快乐作

文教学模式和教学法，实现教师快乐

教，学生快乐学。

不少中小学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

中存在不知道怎样教的迷茫，致使作

文教学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为

此，成果组基于对“道法自然”道家文

化精髓的理解，跳出作文看作文，从

教育、语文教学、语言学习、能力形

成、语言创新等不同层面，全面把握

宏观、中观、微观，深入研究中国传统

诗话与小说评点中关于作诗作文经验

的论述，结合成果组多年来的教学实

践探索，系统探究贯穿于作文教学活

动中诸要素之间必然、稳定的联系，

揭示出中小学作文教学应遵循的十大

规律：

顺应学生天性，即作文教学要适

应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适应时代发

展需要，即作文教学要适应一定社会

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要求；遵循作文

的自然顺序，即情动辞发律；遵循语

言习得规律，即语言学习的模仿律和

循序渐进律；遵循语文学习规律，即

厚积薄发律；遵循语文教学规律，即

听说读写融会贯通律；遵循学生认知

发展规律，即学生认识客观事物的直

观形象性；遵循能力形成规律，即能

力形成的练习律；遵循语言创新规

律，即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

是语言的内在基础，用语言表情达意

的作文创新离不开思维创新；遵循文

章主体自我表达规律，即作文是自我

表达和与人交流的需要。

作文教学规律的揭示，消除了教

师愁教的困惑，突破了作文教学改革

的瓶颈。而由此进行的快乐作文法的

实践，使沉寂的课堂“活”起来，教师

把教科书单元写作训练指导要求中空

洞 的 内 容 具 体 化 ，教 学 效 果 显 著

提升。

揭示快乐作文教学机理

为了让教师对快乐作文教学机

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教学实践时

有指导依据，成果组运用现代教育理

论和教育科研方法，系统分析、研究

影响快乐作文教学形成要素及其之

间的关系，揭示了快乐作文的教学

机理：

“真”是灵魂。创设真实的情境，

给学生真实的体验，让作文回归学生

真实的生活，成为学生生活的真实写

照和心灵的自然描绘。

素养发展是核心。围绕学生综合

素养发展，整体优化教学过程。

活动（情境）是载体。学生在活动

或情境的角色体验中，提升语文能力，

全面发展综合素养。

情感是纽带。快乐作文的课堂是

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等情感因

素组成的“情感场”。情感贯穿作文教

学的全过程，既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

段，又是教育目的。

无痕教育是途径。课堂上，教师

通过无痕教育进行教学，让学生学会

作文，学会做人。

生活是作文的源泉。作文即生

活，教师把生活搬进课堂，引领学生走

进生活，丰盈学生作文的源泉。

机理的揭示，搭建了快乐作文课

堂教学实践的模型，给中小学作文教

学改革提供了支撑，推动了中小学素

质教育在作文课堂的落实。

江苏省徐州市语文教师朱梅实践

了这一作文教学模式后，在随笔中写

道：这样的作文教学理念让学生置身

于轻松快乐的氛围中，自然生成“真、

实、新、活”的“原生态”作文，让学生真

正爱上了写作。河南省博爱县秀珠小

学语文教师刘艳霞说，“快乐作文”的

探索，开辟了作文教学的新天地，为教

师提供了优秀的教学范例……

构建无痕教育课堂模式

基于快乐作文课堂教学实践与众

多课改实践案例，成果组又探索出无

痕教育课堂教学模式。

无痕教育课堂教学模式即创设情

境，无痕启动；情境体验，无痕渗透；融

入生活，无痕迁移；课堂实践，无痕内

化。它是依据一定的教育教学目标，

从内容构建入手，选择贴近学生心理

和生活实际的教学内容，营造一种内

容和形式高度和谐统一的愉快教学情

境，把作文的“技术”性和教育性因素

隐藏在情境背后，通过间接、暗示、陶

冶、迂回等方式，激发学生内心的情感

体验，领悟作文的写法。

该实践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

传统作文课堂教学只教“文”不育人的

现象和学生总以被动、应付的态度接

受教育的状态。目前，国内已形成以

快 乐 作 文 为 引 领 的 无 痕 课 堂 教 学

流派。

同时，成果组又探索出“三段梯度

作文训练导写模式”，即一段梯度——

初学时“引”，对初学作文的低年级学

生，通过“玩”中学写，培养学生作文的

兴趣，从乐写入门；二段梯度——入门

后“扶”，一是“就此写此”，创设一定的

情境让学生观察、体验，写出自己的见

闻、感受和想象；二是“借此写彼”，巧

借经典课文范例，激活学生与范例类

似的生活经验，在作文中表情达意，促

进写作知识在类似的生活经验中迁

移；三段梯度——自由表达时“放”，教

师“放手”为作文课“瘦身”，用最简约

的指导激活学生的想象和生活经验积

累，主动自能作文。该模式的实践，填

补了教材无作文训练梯度的缺失，为

中小学语文教师找到了作文训练的抓

手，实现了中小学作文训练“低中高”

有序，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稳步

提升。

成果组还结合课堂教学实践经验

积累，整体优化教学过程，构建了七步

法教学环节，即“玩、思、说、议、写、读、

改”。“玩”是让学生置身于教师精心创

设的活动或情境中，玩中观察、体验、

探究、思考、感悟，摄取作文材料，激发

表达欲望；“思”是让学生构思、打腹稿

的过程，想一想写什么、怎样写；“说”

是让学生把打好的腹稿说一说，实现

思想交流和碰撞，锻炼学生敢于公众

言说的能力；“议”是让学习小组成员

之间针对他人说的内容议一议，找出

亮点和不足；“写”是学生根据上述环

节在头脑中构建的作文框架，动笔作

文；“读”是让学生带着感情读自己的

作文，在自由读中给自己的作文挑毛

病，在展示读中大家交流、分享；“改”

是学生根据读中发现的问题，修改自

己的作品。

七步法教学的实践，把课堂还给

了学生，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潜力，发展

了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及

语言文字应用的创新实践能力。

构筑“互联网+”读写新常态

“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是中小学

生生活、生存的重要方式。网络阅读

和写作已成为趋势。基于学生对网络

的兴趣，借助北京师范大学提供的“教

客”平台，结合中小学作文教学的特

点，成果组把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构

筑了“互联网+教客”的快乐作文个性

化教学策略。

教师借助“教客”平台的拓展阅读

资源，依学生喜好开辟个性网络展示

空间，把阅读、评价、写作、修改融为一

体，形成多元互动及读写一体化特色，

并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延伸至课

外，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发挥实效。

这一做法激发了学生的读写兴趣，教

师切实做到因材施教，实现了学生的

海量阅读。

为了保障学生更好地体验成功作

文的快乐，成果组还建立了“三‘放’四

‘一’三活动”保障机制。

三“放”：放胆、开放、放权。给学

生作文放胆、写开放作文，把作文的话

语权归还给学生；四“一”：“一低”是降

低作文要求，“一卡”是制作生活记录

卡，记录自己每天的见闻或亲历，积累

真实的素材，“一机制”是建立多元化

评价机制，包括评价标准、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评价主体多元化，“坚守一

个原则”即先放后收教学原则；三活

动：一是“阅读伴我成长活动”，统一选

择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目，通过师

生共读、亲子共读、生生共读的形式开

展纸质阅读，配合开展“我悦读、我写

作、我快乐”和“读书分享，促我成长”

活动，结合阅读内容进行读写训练，分

享读写经验，实现共同进步。三活动

开展以教师“导读”为引领，导趣、导

法、导评、导向，激发学生爱上阅读，爱

上作文。

保障机制彻底扭转了中小学生不

读、怕写、语言经验贫乏等现象，增强

了学生的读写兴趣，实现了让每个学

生都能快乐读写的目标。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项城市教师

进修学校）

□杨克顺

核心提示：
传统作文教学常常把

学生禁锢在技术模式的樊
笼里，让学生戴着镣铐痛
苦地写作文。针对中小学
作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教师
愁教、学生厌学和重“技
法”轻素养的问题，历经
16年，河南省项城市教师
进修学校探索出旨在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的
快乐作文理论与实践体
系。这是一项跨省合作、
多人参与的共创性成果。
2016 年 12 月，该成果荣
获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

专家点评：

让每个学生都能快乐作文，几乎是所有语文教师的梦想。这

些几乎很难实现的作文教育理想，都在他（杨克顺）这里成了有目

共睹的事实。

——特级教师钱梦龙

他（杨克顺）把童年还给孩子，让儿童在快乐作文中彰显生命

的本色。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他（杨克顺）让作文教学和作文训练走向科学与民主的轨道，用

民主和科学的“良药”治愈了作文难的“顽疾”，为我国中小学作文教学

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特级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魏书生

王一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树人学校九（9）班）：我很喜爱我

的物理启蒙老师汤金波，因为他让

我少刷题、多动手。一年多来，我不

仅能独立完成教材中的所有实验，

还动脑筋、改方案、自选材，平均两

周完成一个有一定新意的实验。我

的不少实验被汤老师在班级中推

介。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汤老师根

据我的实验，编了许多有思维深度

的新问题来考我们。现在，我不需

要周末去培训机构补习，物理成绩

却总是保持领先。我很喜爱汤老

师，我们亲切地称他为阿汤哥！

虞张（浙江省宁波市镇海蛟川

书院九（4）班）：汤金波老师围绕实

验 的“ 质 疑 与 探 究 ”，不 是 形 同 虚

设，也不是走过场。他不怕我们乱

了套，鼓励我们大胆质疑，提出有

深度和开放性的问题。他善于捕

捉 大 家 的 反 馈 信 息 ，随 机 点 拨 机

智、到位，指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拓

展我们的思维方式。

徐威伟（江苏省徐州市新元中

学八（8）班）：一节复习课，汤金波

老师利用学生改进和创新的实验

来设置情境，我们应用学过的知识

解决问题，这样的复习课少了一些

枯燥无味，让我们“玩”在其中。以

前我没有上过这样有趣的课，这样

的课很棒！

沈展（江苏省无锡市侨谊实验中

学八（1）班）：课堂上，汤金波老师有

趣且新鲜的实验让我们热情高涨。

比如，汤老师一开始就和我们玩起了

小游戏——手掌发声响度比赛，奖品

是汤老师从南京特意带来的雨花石，

营造了轻松的课堂氛围。最让我欣赏

的是，汤老师非常尊重我们，从不让我

们站着回答问题，并善于倾听我们的

回答，进行恰当点评。一堂课下来，汤

老师和我们成了朋友，这种情感的激

励会转化为我们学习的动力，这样的

学习很有趣！

廖静（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学八

（5）班）：汤金波老师的课堂几乎每个环

节都有笑声，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幽

默、欢笑和积极的力量带入课堂，使我

们充满活力、快乐学习。汤老师在课上

引导我们善于发现问题，并用实验的方

式有效解决，使课堂焕发出生生不息的

生命活力，这样的课很“暖”！

徐映澄（江苏省江阴市长泾第二

中学八（6）班）：创新实验进课堂，复

习知识点不需要死记硬背，同时拓宽

了自己的思维深度，让我对实验原理

更加清晰，增加了对物理学习的兴

趣，这样的课有味！

有趣有味说物理

上期上期，，周刊以周刊以《《玩实验玩实验 学物理学物理》》为题为题，，聚焦特级教师汤金波的聚焦特级教师汤金波的
物理创新实验课物理创新实验课，，受到了广泛关注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课堂的主人作为课堂的主人，，曾经在汤曾经在汤
金波老师的物理课上学习的学生收获如何金波老师的物理课上学习的学生收获如何？？他们有怎样的感他们有怎样的感
受受？？本期特别呈现部分学生的课后反馈本期特别呈现部分学生的课后反馈。。

学生看课
征 稿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课事】 好课堂里出故事，好

故事里有教育。关注课堂发生的

那些有价值、有意思的故事。“事”

关学生、“事”关课堂、“事”关课改，

突出课堂里的故事味，故事里的课

堂味。每篇1600字以内。

【观课笔记】寻找一节课的亮

点，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

题，思考怎样避免。透过课堂表面，

挖掘更深层次的教育意义；通过课堂

观察，倾听核心素养落地的声音。欢

迎您记录自己的观课笔记，分享自己

的听课心得。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69

爱上写作从一堂作文课开始爱上写作从一堂作文课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