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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

（教师提着一个袋子进入教室）
师：老师刚从江苏南通出差回来，同学

们猜一猜，老师给你们带了什么？
生 1：玩具。
生 2：好看的书。
生 3：我觉得是好吃的。
师：提示一下，老师带回来的是吃的。

大家用 3 分钟的时间写一写， 你们觉得老
师带回什么了。 大家要是写得好，老师就
把好吃的分给你们。

（学生开始写作，教师巡视时进行简单
指导）

师 ： 谁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
猜测？

生 1：老师提着袋子走进教室，右手略
弯，看来袋子有些重。 依老师“吃货”的个
性，一定是像上次从威海出差回来 “送樱
桃”一样，给我们带了好吃的特产吧！

生 2：老师肯定给我们带了糖果。 之前
老师请我们去她家做客， 我无意中听到她
说特别爱吃甜的。

生 3：我猜老师给我们带了饼干。 因为
江苏离福建太远了，她只能选比较轻、比较
好带的食物。

……
师：同学们大胆分享自己的习作，好！

一篇好的文章就应该像你们写的这样，有
理有据，能够自圆其说。

尝一尝

生：老师，您到底带了什么？ 快揭开谜
底吧！

师：太想吃了，对吧？ 我看许多同学都
要垂涎三尺了。 袋子里装的是南通脆饼，
请分组上来领，大家互相监督，偷偷先吃的
同学要把饼交回来哦！

（教师将脆饼发给全班学生）
师：好，预备，开吃！

师：吃得最快的同学张开嘴“啊”一声，
上来领第二块！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师：同学们，听听教室里有什么声音？

看看周围的同学是怎么吃的？ 再想想自己
等待脆饼、 品尝脆饼时有什么感受？ 请把
这些都写下来，过一会儿大家一起交流。

（学生用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写作）

说一说

师：请同学们简单交流一下，然后说说
你最欣赏谁写的片段。

生 1： 我觉得子璐这段写得特别真
实———“我低下头，看着手上长条形的金黄
脆饼，上面缀满了白的、黑的芝麻。 我忍不
住伸出舌头， 小心翼翼地偷偷舔了舔手上
沾着的芝麻和饼干碎渣。 那个香啊！ 同桌
瞪了我一眼，正准备举报我。 我连连求饶：
‘别，别，我只是吃手而已。 ’”

师： 怎么做就怎么写、 怎么想就怎么
写，难怪你会欣赏他。 写文章一定要真实，
写出真实感受。

（教师板书：真实）
生 2：余睿兮这句写得真好———“我回

头看看正在领脆饼的班长大人， 只见他用
舌头舔了舔嘴唇，看着脆饼的目光就像灰
太狼看着小绵羊 ，闪着 ‘寒光 ’、露出 ‘杀
气’。 ” 班长偷偷舔嘴唇她都观察到了，非
常细致。 更有意思的是， 她还从班长的目
光联想到灰太狼、小绵羊，真有趣。

（教师板书：观察细致、联想丰富）
生 3： 翔宇这句写得很真实， 也很具

体———“最好笑的是我的前桌邱弘翊，她领
到脆饼后，偷偷舔了一口脆饼，嘴唇上、舌
头上还粘了几粒黑芝麻呢！ ”

（教师板书：具体）
生 4：睿兮真棒！ 你看，她这样写：“我的

同桌把脆饼捧在手心里，就像看着襁褓中的
小婴儿，嘴里唱着‘你是我的小啊小脆饼’。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班里立刻响起了‘嘎嘣、

嘎嘣’的声音。 ”她写得非常生动、非常细腻。
（教师板书：生动细腻）
生 5：卢玉认真观察到同学的不同，写得

特别好。 “刚刚还在细嚼慢咽的同学们，立刻
开始狼吞虎咽，嘴里好像刮起了一阵小型龙
卷风。 有些同学的脆饼糊粘在嘴角，他们的
腮帮子就像两个小肉丸； 有的同学吃得太
快，噎住了，脸都憋成了猪肝色；有的同学没
吃完就想叫‘啊’，却叫成了‘唔’……”

师：能关注到同学不同的地方，真棒！
（教师板书：关注不同）
生 6：黎瑞文把自己的“吃货”形象写

得活灵活现———“老师让大家每人领一块，
我在第三组， 什么时候轮到我？ 我眼巴巴
地盯着老师手中的脆饼， 不停地咽唾沫。
轮到我时，我就像一匹饿狼看到小羊，迅速
冲了上去，小心翼翼地接过脆饼，捧到座位
上。 我嗅了嗅脆饼， 不争气的口水就像决
堤的洪水一样， 不断地涌了出来。 我只能
眼巴巴地看着脆饼，因为按老师的要求，如
果我先吃了， 脆饼就不归我了。 我闻着香
喷喷的脆饼， 流了一滴口水在脆饼上。 我
实在太想吃了，真折磨人啊。 ”

师：你觉得她哪些方面写得特别好？
生 6： 她的心理活动和动作描写得特

别精彩。 她用词也很生动，比如“眼巴巴”
“香喷喷”“决堤的洪水”“饿狼”等，真是写
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吃货”形象。

（教师板书：用词生动）
师：我刚才巡视了一遍，发现同学们都

写得很好。 下面请读读自己的习作， 想想
其他同学的精彩作品，再看看老师的板书，
认真修改一下自己的作品。

（学生用 5 分钟时间修改作品）

品一品

师：大家都改得很用心。 对了，你们尝
出脆饼的味道没有？

生 1：有甜的，有咸的，都很香。
生 2：老师，我吃得太快，没有尝出什

么味道就吞下去了。
师：还想再尝吧？ 那就上来再领一块，

这次让脆饼在嘴里多待一会儿啊， 看看吃
出了什么味道。

生 3：我尝出了咸香味。

生 4：我尝出了芝麻的香味儿。
生 5：老师，我尝出了妈妈的味道。
师：为什么？
生 5：老师，我觉得您把脆饼全分给我

们，自己就没有了。还有，您大老远坐飞机、
动车、汽车，背着脆饼，想着我们，就像妈妈
一样。

生 6：老师，您在南通培训，心里牵挂
着我们， 我在脆饼里尝出了您关心我们的
味道。 我将来也要把美食分享给您。

……
师：一块普通的脆饼，同学们尝出了这

么多的味道。 咱们继续动动笔， 把自己的
观察体验真实具体地往下写， 要是还能加
上丰富的联想就更好了。

（学生用 10 分钟时间进行写作， 之后
进行小组交流、班级展示。 具体过程略）

师： 今天回家后，
把你们的这些片段整
理成一篇完整的作文，
题目由你们自己选，写
好后认真修改修改，并
与家长一起分享。

月度人物

这节课的教学设计以课堂活动为基
础，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
思考、主动实践为手段，让学生在课堂真
实地体验、学习、探索，获得并提升对生活
的感受和认识。

从课堂教学情况看，因为“我手写我
口”，学生不受约束，特别乐于表达；从习
作评改情况看， 学生无论是对他人的观
察，还是对自己的描写，都非常真实。 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精彩？ 主要是因为教学
设计充分考虑了儿童的特点。 第一，教师
从儿童出发，提供脆饼让学生真实体验，
学生因为有了真实体验 ，敢写 、乐写 、会

写。 第二，教师考虑到学生的自由表达需
要 ，让学生真实地将看到 、听到 、想到的
写下来。 第三，教师抓住学生写作缺少有
序表达、难以自圆其说、不善联想迁移等
特点，变习前指导为作后评改，为学生指
明修改方向。 第四，教师善于抓住学生个
体的不同表现， 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思
考 “你还吃出了什么味 ”，不露痕迹地让
学生学会感恩。

由于学生的思维不受约束，所以他们
的作文写得真实、具体、有趣。 作文首先应
该真实，叶圣陶先生就认为，“在作文教学
中首先要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允许口

是心非”。 此外，关于引导学生主动评改自
己的习作，叶圣陶先生认为，“假如着重在
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教师只给些引导
和指点， 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去考虑决
定，学生不就处于主动地位了吗”？ 所以本
节课在学生充分分享后，教师才进行引导
和指点，让学生学得更主动。

因为学生品尝了脆饼，了解了脆饼背
后的故事，所以能在教师的引导下真实地
表达自己的情感。 习作教学的方式很重
要， 而从儿童出发， 科学地创设敢写、乐
写、会写的情境同样重要。 因为，学生真正
喜欢的才是最好的。

课堂
实录

教学反思

人物
素描

作 文 课 上 吃 脆 饼
教学内容 ：习作指导课 执教教师 ：福建省龙岩市实验小学 陈晓芳

评价是课堂教学环节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 如何使用精准的即时评价引导课
堂的走向 、激励学生思考，考量着教师的
智慧和水平。 近年来，我一直尝试在课堂
上及时对学生的发言进行反馈 ， 鼓励他
们大胆思考、积极发言，效果显著。

即时评价可以有多种形式 ， 如自我
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 、书
面作业分析 、课堂观察 、课后访谈 、建立
成长记录袋等。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
用到的是教师评价 、 学生互评这两种即
时评价方式。 课堂上，教师的积极评价会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当教师对学生
说出“你的回答真是与众不同啊 ，很有创
造性”“老师特别欣赏你的回答”“这位同
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大家看看这种说
法是否正确”等话语时，学生脸上洋溢着
自信，也对接下来的学习充满了期待。 当
然，有时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 ，

如 “你觉得自己回答得怎么样 ”，这种方
法可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 鼓励学生相
信自己。

定量即时评价可以采用百分制或级别
式，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 如“你回
答得太棒了，100 分”“你这节课表现得真
是太好了，可以评为优”，等等。 定性评价
可以采用评语的形式，在评语中尽量使用
鼓励性语言，客观描述学生的学习状况，充
分肯定学生的进步和发展。 如 “你这节课
能够认真听讲， 回答问题准确， 真是太好

了”“小明以前听课不认真， 今天这节课表
现得特别好， 不仅听得认真， 而且都掌握
了，进步很大”，等等。

即时评价起点低、目标小、反馈快，学
生最感兴趣，最容易接受 ，也最能拨动学
生的心弦。 因此，教师对学生学习评价应
以鼓励、表扬等积极的方式为主 ，善待学
生的思维成果，更多地关注学生掌握了什
么，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应引起注
意的是，夸大赞赏会加大学生负担 ；过分
贬低会挫伤学生自尊， 使学生失去信心。

因此，对学生的评价，要能引起学生心灵
的认同感，才能更好地达到课堂评价的目
的。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非常注意自己
的评价语言，尽量让学生感同身受 ，实现
激励每一个学生不断成长进步的目的。比
如， 当平时表现不是很好的学生有了进
步， 我会及时评价：“你今天表现得不错，
如果今后保持这样，老师相信你一定会越
来越好的。 ”当平时沉默寡言的孩子在课
堂上表现特别活跃时， 我也会及时评价：
“你今天回答问题非常积极， 老师希望你

以后也这样。 ”这些即时评价语言，能够鼓
励学生积极思考， 激发学生发言的欲望，
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当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总会遇到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 也总会发生一些教师意
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即时评价也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 比如，评价语言单调，整
堂课不是“太棒了”就是“太好了”。 从这些
评价中可以看出教师缺乏感情， 甚至言过
其实，缺乏对内容的实质性评价。

教师脱口而出的随意性评价不仅不能
给学生带来积极导向， 反而会导致学生形
成浅尝辄止、随意应付的学习态度。有些教
师的评价过分注重形式，不停地给掌声、不
停地加分，导致学生只关注掌声和分数，不
关注学习的内容。 还有些教师对学生一味
地表扬，不正视学生的错误，过多的表扬会
让学生缺少成就感，也起不到鼓励的作用。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前郭县哈达小学）

评价:不止即时那么简单

� 陈 晓 芳
福建省龙岩市
实验小学语文
教师，先后荣获
龙岩市名师、龙
岩市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

□陈 颖

□本报记者 金 锐

语文课不好上，作文课更不好上。 但是，
这个许多教师眼中的难题， 福建省龙岩市实
验小学教师陈晓芳解决起来却得心应手。 怎
样帮助学生写好作文？ 陈晓芳有三个“绝招”，
那就是“平时多读”“上课多说”“回家多练”。

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陈晓芳可谓
“煞费苦心”。 在课上，陈晓芳开设了许多针
对阅读的专题教学，比如“新书推荐课”“名
著推进课”“美文细品课”“片段赏析课” 等。
“新书推荐课”重在推荐好书，向学生介绍文
章的作者、内容，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名
著推进课”是让学生共读一本书，教师组织
多次知识竞赛，促进学生深入阅读，对作品
进行更深层的理解；“美文细品课”由学生自
主选择书目进行阅读，然后将自己的阅读心
得与其他人分享， 教师会鼓励学生运用表
演、 演说等形式进行心得展示；“片段赏析
课”是通过对阅读材料的重组，让学生围绕
同一话题，将原本离散、无序的各种片段联
系起来，形成向心力。

陈晓芳曾经认为，只要学生按照她的要
求多读书就可以写好作文， 但她逐渐发现，
只有读远远不够，还必须说出来。 陈晓芳会
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多说，或者说自己对

题目的分析，或者说自己的写作思路，或者
说他人作文的优点缺点，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让学生在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写作
技巧。 陈晓芳还开展了 “我是小小推销员”
“新闻播报”“亲子悦读分享”“我是小演说
家”“剪不断的乡情” 等综合性实践活动，为
学生架设由生活到知识、由课外到课内的表
达平台。

“我是小小推销员”是口语练习课，学生
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必须阅读与产
品相关的说明性文章， 学会正确使用产品，
思考如何组织吸引顾客的语言。 这样，原本
枯燥的写作技巧知识变成了学生需要说出
来的语言，在这样的学习中，学生不断地演
示、表达、互动，学会了分析、概括、倾听、评
价，在各抒己见的评判过程中，提高了写作
能力。

“读”和“说”是知识积累、技巧练习的阶
段， 但真正落实到创作还需要学生一字一句
地写。 陈晓芳坚信， 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的
“捷径”，就是让学生“爱上写作”“愿意写作”。
陈晓芳在上课时， 经常选用与学生生活相关
的话题作为写作素材，比如某种实物，比如身
边的人，比如热点新闻，等等。 在课堂学习“意

犹未尽”之时，陈晓芳会让学生在课后写作相
关内容，充分调动他们的写作积极性。 这种方
式很受学生欢迎，他们会主动地大量写作，并
将作品与家长、同学、朋友分享。

陈晓芳为学生的习作搭建了许多平台。
班级的黑板报自不必说，那里经常会展示学
生自己写的文章，让他们收获成就感。 陈晓
芳还与学生一起， 每年出版 100 多期周报，
发表学生的优秀作文，让学生拥有自己的写
作阵地。 “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感觉真
是太好了，每周周报发刊的日子，都是我们
最期待的时候。 ”一个学生这样表达自己对
周报的喜爱。另一个学生则说：“每期周报都
有一个主题，贴近我们的生活和爱好，我最
喜欢的主题有《追梦》《化蝶》《七缕阳光》等，
非常有趣，非常充实！ ”

作文教学是个慢功夫，陈晓芳让学生不
断在 “读进去 ”“说出
来”“写精彩”的过程中
锻炼自己。 正如陈晓芳
的网名 “静候花开”一
样 ， 她以一颗虔诚的
心，在作文教学中敬候
鲜花的盛开。

陈晓芳：作文需要“读、说、写”

学生害怕习作，怎么办？教师除了要重视指导学生日常细致观察，积累习作素材外，还应当巧妙创设情境，把习作与学生的生
活体验结合，有效激发学生的习作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