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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丽

面临中考的压力，初三学生在语
文学习中该如何应对语文中的“重头
戏”作文呢?

笔者认为，要想提高作文水平，必
须靠平时多观察、多积累、多思考，初
三也不例外。

多观察：重视语文与生活的关系，
学会观察生活，感悟生活。既要知道

“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留心身边的
凡人小事，以小见大，抓住主要特征，
放大重要细节，又要通过报纸杂志、网
络电视等媒体，把握社会热点问题和
时代脉搏。

多积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将
语言优美、富有哲理、结构精巧、有特
点的句段写入摘记、读后感，要善于分
类归纳，最好将这些优美词句拿出来
读读背背，不能留在记忆中的积累大
多是无效的积累，要有意识地将自己
的积累融入自己的写作中。

多思考：进入初三后，可以翻翻自
己以前的作文，从数量、文体、主题、老
师评语等方面思考自己的写作现状和

差距。为了明确作文的补救和提升方
向，同学们还可以把近三年至五年的
河南中考作文综合到一起进行比较分
析，思考题目类型、文体特征和主题范
围等，做到有的放矢。在日常作文训
练中，要认识到作文也是一种思维训
练，这种训练始于阅读和赏析课文，如
何审题立意、选材谋篇、遣词造句，都
要以有心、用心消化课文为前提，将阅
读所得灵活迁移到写作中，在所学课
文、所读经典的基础上模仿、适度引
用、再创作，切勿忽视课本、草率应付、
急于下笔。必要时，可以参看大量满
分作文，学其精髓。

在紧张繁忙的初三，怎样才能快
速有效地提高作文水平呢？人们常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想达到
文思泉涌的写作境界需要大量阅读和
背诵。

首先，同学们要明确一点儿——
阅读，在任何时候都是基础。初三学
生的阅读时间被严重挤压，这就要求
学生在有限的阅读时段内巧选巧读素

材，《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特别关
注》《实用文摘》《百科知识》等杂志，这
些不仅能使学生短时高效地开阔眼
界，全面辨证地了解社会生活，使文章
立意深刻，而且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
积累大量写作素材。此外，初三学生
应在这一年内更多地关注时事要闻，
使自己的写作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体
现时代精神。建议每晚睡前认真读一
篇文章，记住主要内容，挑选精彩片段
背诵。

其次，大家要掌握写作技巧。中
考作文对初三学生的要求不是很高，
加上中招阅卷时间短、压力大，判卷老
师批阅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对于大多
数作文水平中等的学生来说，只要做
到字迹工整、结构清晰、紧贴主题、真
实流畅即可。

最后，要学会扮靓作文：梳理以往
习作和阅读时积累的优美词句，将其
作为文章段首、结尾和题记的储备，让
自己的作文闪现一两处亮点。

（本文作者系市五中语文老师）

学校做了5个秋千架，我观察了很
久，发现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荡秋千，即
便是进到学校的成人也经常会在上面
停留一会儿。每到课间，总有孩子飞快
地跑过去占秋千。人多时，排队耐心地
等待着，一遍又一遍地荡；人少时，就悠
然自得地一直在秋千上玩到不得不离
开的时间。

关于秋千，我询问过很多孩子，为
什么会那么喜欢它，也细细体会过自己
坐在秋千上的感觉。因为我想知道小
小的秋千到底能带给孩子什么？

四年级的宋露洁说：我特别喜爱校
园中的秋千，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飞上
天的梦想。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会不
知不觉地走到秋千旁，看到小孩在秋千
上的笑脸，我便情不自禁地与小朋友们
有序地排队，静静地等待。轮到我，我
便飞向天空，飞向快乐，远离不开心的
地方，我喜欢秋千！

五年级的王浩楠说：在荡起秋千的
那一刻，我抛开所有的烦恼，轻松快乐，
把自己置身于童话中，在童话世界里寻
找自己。在飞向天空的那一刻，我感到
特别自由，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鸟，
想象成一只金色的凤凰在蓝天上自由
自在地飞翔。

六年级的袁成琳说：我喜欢校园里
的秋千，因为那里的秋千让我看到了规
则与自由。一、二年级的同学在玩耍的
时候，都自觉排成一队，安静地站在第
二条线外。正是因为所有同学都遵守
规则，大家才有了玩耍的权利，才有了
最大的自由。

孩子们在用诗一样的语言告诉我
答案，但我还是没有完全了解秋千带给
孩子们的意义，只是明白了一点儿：孩
子们真正喜欢的是能与他们的心灵产
生碰撞和连接、带来感觉的事物。万事
万物的存在因为这样的连接而产生了
关系，关系使得一切有了价值与意义。

存在主义大师欧文·亚龙说，人生
的根本问题有四个：对死亡的焦虑、对
孤独的恐惧、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生本
无意义的苦恼。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
生命中的背景音乐，直面这些会让人真
正懂得生命，获得拯救。小小的秋千架
承载不了这些沉重的话题，但是可以让
每一个和它在一起的人感受自由带给
生命本身的喜悦与满足。

唯有温暖御寒风。
只有储备足够的温暖，才能经得起

严寒的侵袭。人的心灵也一样，只有得
到很多满足、温暖和幸福的滋养，才能
经得起挫折、严寒和伤害。这也是秋千
对于孩子、学校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西工区教体局党组书记、
西下池小学校长）

秋千
带给孩子“内成长”

扮靓作文头尾 多背优美词句

□记者 杨寒冰

□周燕

前不久，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
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呼吁取消小
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
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

所谓“名人无小事”，王旭明的呼
吁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教育周刊互
动群（QQ：114865332）内的成员也进
行了激烈的讨论。

网友和老师：
对汉语学习没啥影响

网友“香寒”：我不同意取消，孩子
学语言是有敏感期的，错过了敏感期，
学起来就不容易了。

网友“微雨寒梅”：可以将小学英
语课改为选修课，有兴趣的孩子可以
自愿选择。

…………
群里的绝大多数网友不赞同取消

小学英语课。
那么，小学英语老师是如何看待

这个问题的？
涧西区南昌路小学英语老师李艳

认为，小学英语课和语文课，在教学上
没有冲突。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一周才
上3节英语课，而语文课一周有10节到
12节，3节对10节，明显没有攻击力。

市实验小学英语老师赵洪涛说，
孩子语言发展的三个黄金期分别是：
1岁～6岁，9岁～12岁，12岁以后。

如果1岁～6岁，孩子重点在学
习母语，那么，9岁～12岁便是孩子
学习英语的黄金时期了。很多学校
在三年级时开英语课是比较科学的，
一是恰逢孩子学习语言的黄金期，二

是避免了在低年级学习英语时和汉
语发生冲突。

网友“念奴娇”认为：小学生之所
以被英语所累，是因为家长期望值太
高了，他们不满足于校内的英语学
习，在课外给孩子报英语学习班，增
加了英语学习量，占用了孩子很多课
余时间。

小学英语教学：
以唱歌朗诵游戏为主

赵洪涛说，小学英语课主要以口
语为主，一节课基本上只学习一个中
心句（一问、一答），内容比较简单，比
如，三年级的学生，一节课只学习说：

“Hi”“Hello”这个内容连有些幼儿园
的小朋友都会说。

那么，老师该如何把这节课上
好？如何让简单的内容不枯燥？这就
需要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创设情境，让
孩子参与其中，在情境中练习英语的
听和说。

为了上好这节课，赵洪涛课下作
了充足的准备，他找了大量的视频、动
画片配音及英文诗歌，让学生通过看
视频、听配音、读诗歌，练习“Hi”

“Hello”。
在课堂上，他还像孩子一样和学

生做“开火车”游戏，跟在老师身后的
第一个学生向其他同学打招呼，一边
跑，一边说：“Hi。”说完跑到队伍后
面，由下一个同学向其他同学打招
呼。一节课，这样“疯”下来，学生不仅
学会了说英语，而且玩得也很开心。

李艳经常给学生放英文歌曲，有

时让学生通过绘画、贴图等方式学习
英语。

赵洪涛说，老师课下做的工作主要
是为了让课堂变得有活力，让小学生对
学习英语产生兴趣。低年级以游戏、听
说为主，到了五六年级，会增加一些抄
写单词、句子，背课文等，这样做是为学
生上初中学英语打基础。

在小学六年级的课堂上，老师会
给学生增加一些内容，比如，学习了与
购物有关的单词、句子后，老师会让学
生扮演购物者的角色，用英语和卖家
交流。学生在购物之前，要有一番思
考：怎样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愿？怎
样通过不同语言购买商品？怎样交流
让别人更满意……

起步高标准：
别让错误发音伴终生

赵洪涛说，先入为主很可怕，很多
学生因为一开始学习了不正确的发
音，到后来，纠正起来非常困难。

有些是家长会点儿英语，但发音不
标准，他们随口教孩子说几句，于是错
误的发音便在孩子身上“生根发芽”了。

孩子最开始听、说英语时，一定要
让他们接触标准的发音。国内缺乏语
言环境，家长不妨为孩子买原版的英
文动画片看，让孩子听原版的英文歌
曲。孩子通过听、看不仅能学到标准
的发音，而且能感受其中的情感，因为
语言是带有感情的。

说英语，口形很关键，建议老师和
家长，在孩子开口说英语的初期注意
他们的口形。

中招中招中招帮帮团帮帮团

（资料图片）

这不是选择题而是思考题
拿英语开刀就能拯救汉语？没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