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现代金报 点赞好老师 A11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万建刚 俞素梅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人物介绍

李芸霞
宁波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海曙区教坛新秀
海曙区优秀班主任

推荐理由

她是语文老师，她把
自己对语文的热爱、对写
作的热情倾注在学生身
上，近 30 年如一日地指
导学生写作。在她的班级
里，没有“怕写作”的学
生。她却说，“写作并不是
最终目的，最重要的，是
让学生成为一个热爱生
活的人、幸福的人。”

一篇作文，一口气写完就
可以交差了吗？当然不是。在李
芸霞的教学观念里，改作文和
写作文同等重要。“用什么样的
形容词和修辞手法，能让文章
更优美，怎样改变用词，能让意
思表达更加精准，这些都是在
反复打磨后习得的。”李芸霞认
为，经过长期的练习，学生会对
文字产生敬畏感，感受到汉语
的博大精深。

李芸霞把班上的四十来个
学生分成五组，每天放学后，留
一组学生“面批”作文，保证每
个学生每个礼拜都有和她一对
一交流作文的机会。当一篇作
文达到了她的要求时，她会在
作文纸上写下“可抄进”这三个
字。学生们往往会如获至宝，这
意味着这篇作文可以被正式抄
入作文本。

当然，李芸霞也会遇到在
写作方面确有困难的学生。她
记得有个女孩子，语文基础比
较薄弱，要求的作文字数是300
字，她却只能写百来字，而且文
章里有大量的错别字关。李芸
霞一方面联系家长，让孩子每
天默写相关字词，消灭错别字。
另一方面，她会在学生写的句
子里，前、后、中间处都加上括
号，一边引导她写作时眼前有
画面，一边在括号处进行扩写。

慢慢地，这个学生自己就
能意识到，她以前写的作文只
有“枝干”，没有细节就打动不
了人。等她毕业的时候，她的
作文水平足以达到“优秀”的
水准了。

任教29年。李芸霞带出了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她对文
字的认真和对写作的执着从来
没有变过。很多学生在初中、高
中毕业后，都会告诉她，“李老
师，以前你给我们做的那些‘规
矩’，真的很有用，让我们养成
了很好的写作习惯。”这是李芸
霞最自豪也是最欣慰的时刻。

“小学只有六年，但人文底
蕴能让孩子受益终身。”李芸霞
说，文字曾数次治愈过她。她希
望，写作不仅能带给学生们好
的语文成绩，还能让学生热爱
生活，做一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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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李芸霞刚入行没
几年，宁波晚报开始招募小记
者。她意识到：如果学生的作文
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一定能
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提升信
心。于是，她便鼓励班上的学生
积极投稿。

时隔二十多年，李芸霞依
然记得第一篇刊登的作文，题
为《外国老师给我上课》，是一
个一年级学生的习作。“看到学
生的手写稿，变成了铅字，整齐
地印刷在报纸上，别提学生了，
连我都兴奋不已。”说着这些故
事，李芸霞的眼里满是幸福。她
总是让学生把准备投稿的习
作，认认真真地誊抄到稿纸上。
一笔一画，都写下了对发表的
期待。

李芸霞记得，当时报社的
位置在永寿街，离学校不远。虽
然用邮寄的方式也能寄到，但
是耗时较长，要两三天才能寄
到。所以她总是抽出时间，蹬着
脚踏车，走街串巷，郑重地把孩
子们的习作交到编辑部。

每次李芸霞收到报纸，
都会第一时间查看小记者的
作文版面。如果发现报纸上
刊登了学生的习作，她就会把
报纸带到班级里，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声情并茂地朗读这篇
作文。全班同学都会向小作者
投去羡慕的目光，而那位小作
者的脸总是红扑扑的，难掩
笑意。

二十多年来，一篇篇学生
习作发表，一个个学生从“怕写
作”变成了“爱写作”。她把每一
篇发表的作文都从报纸上剪下
来，贴在笔记本上，悉心珍藏。

“你看，这是一年级学生的
作品，很短，却富有童心，这小
小的豆腐块承载了他们童年最
美好的记忆。”李芸霞指着剪报
集里的一篇篇习作说道。她记
得每一篇习作背后的故事，甚
至还记得哪一篇习作修改了多
少遍，记得作品发表后孩子天
真又自豪的笑脸，“其实，获得
发表不是最终目的，让孩子们
对写作产生兴趣，为他们打下
语文基础，这才是作为一个语
文老师最乐于见到的事情。”

说到写作文，最困扰学生的
问题莫过于“写什么”。因此，要
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首当其冲
的，就是要解决学生“写什么”的
问题。这对本身就爱好写作、善
于寻找题材的李芸霞来说并不
是难事。

李芸霞记得，在一次语文课
上，她正在讲解一篇课文的时
候，一只小鸟突然飞了进来。学
生们东张西望，注意力早就被
这只小鸟带跑了。李芸霞没有
强行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索
性让他们尽情地看这只小鸟，
观察它飞翔的姿态、飞行的轨
迹。然后，布置了一篇课堂随
笔，让大家写写这位“不速之
客”。孩子们个个来了精神，看
看小鸟，然后认真写作。

还有一次，一只虫子停在了
电脑屏幕上，它的触角正好落在
了调整课件“后一页”的按钮上。
所以孩子们看到课件不停地翻
页，李芸霞不知所以，用鼠标拼
命点着“前一页”，课堂上发出了
爆笑声。在李芸霞的提议下，那
天的课堂，被很多学生写进了习
作中，一场场“人虫大战”在作文
本上演。

“生活处处有素材，孩子们
的作文很有真情实感，丝毫不觉
得一篇小几百字的习作需要‘硬
憋’才能写出来。”李芸霞说，当
学生养成了记录生活的习惯后，
他们就会自发地去观察生活，随
时随地进行写作。长此以往，语
文试卷中的作文题对他们而言
就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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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得以发表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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