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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小浃江小学 许笑笑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习作教学内容与现实
生活交集的桥梁，在习作教学中合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对提高习作课堂的实效性有重
要作用。宁波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港口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
底蕴和地域特色文化。整合宁波地方特色文化，将其运用到习作教学中，不仅有利于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也有利于对宁波特色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基于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
小学习作教学策略探究

（一）巧借地方资源，拓宽习作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在
习作的过程中，有无好的作文素材
直接影响作文的质量。被山河湖海
宠爱着的宁波，是三江口的繁华依
旧，是东钱湖的烟波浩渺，也是九峰
山的重峦叠嶂，更是洋沙山上远眺
东海的壮阔。在阳明故居，学生可以
追溯历史印记，学生可以了解王阳
明像，熟悉王阳明人生，感受王阳明
魅力；在宁波帮博物馆，学生能够感
受“宁波帮”不畏险阻、勇创大业的
知难而进精神；在天一阁、院士公园
和宁波书城等地，学生能感受到宁
波人崇文重教、崇德向善的美名，宁

波人的一举一动皆彰显着知书达
礼、行而优雅；在宁波大学以及以人
物冠名的医院、图书馆及各类慈善
公益基金，感受宁波人的知恩图报。
随处可感的、富有宁波特色的人、
事、景、物丰富了学生的习作素材，
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身边这些优质
素材。

（二）感受地方文化，形成文化认同

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系列分
析，杭州、宁波成为1618.65万“浙漂”
首选的两大城市，而每3名宁波常住
人口中就有1名来自省外。以笔者所
在学校为例，学生70%以上都是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文化适应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
学校生活适应和城市生活适应，即真
正做到“宁波，来了就欢喜”。这就需
要学校和教师引导学生增进对宁波
特色地方文化资源的了解。宁波正在
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宁波样本”，
这需要每一个宁波人，尤其是“新宁
波人”加入其中，让文化浸润成为一
种日常。在习作中融入宁波地域特色
文化，是推进“新宁波人”文化认同的
重要途径。经由习作融入，让宁波文
化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三）践行地域文化，传承宁波精神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围绕核心素养建构课程目

标，其内容为“文化自信、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四个方面。其
中，“文化自信”列于首项，显然是要
凸显文化自信在核心素养中的重要
地位。语文学科是传承与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习作又
是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承担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使
命。在习作中融入宁波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不仅有助于学生感受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还能以主人
翁的精神和要求规范自己，勉励鞭
策自己，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为
宁波打造“全域文明之城”贡献力
量，做“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的践
行者和受益者。

一、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习作教学中的融入价值

每个传统文化的学习重点并不
在于学到了什么知识，文化的传承是

“润物细无声”般的渗透。在习作教学
中，笔者通过“探寻宁波—立足特色
—整合资源”引导学生将宁波特色地
域文化融入习作。

（一）探寻美丽甬城，积累习作素材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从现实生活
中积累素材是学生最常用的一种方
法。在四下第五单元习作《游 》
的教学中，为帮助学生积累素材，引
导学生关注和认知“四知”宁波精神，
笔者鼓励学生以多种方式探寻宁波，
做到真真正正的“就地取材”。

笔者在第二单元教学时就布置
“探寻宁波”的课外实践活动，为的就
是让学生有充足的准备和时间体验
宁波这座城市，进而发现符合学生需
求的习作素材。为打开学生素材积累
思路，笔者引导学生从“山河湖海”

“宁波各区旅游景点”“宁波美食”“宁
波红色景点”“宁波名人”等维度分小
组搜集相关材料。以“山河湖海”小组
为例，小组成员在亲自“打卡”、参阅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以下表
格：

通过系统化的梳理与汇总，学生
不仅得出了一份份游玩或打卡宁波
景点的旅游路线或宝藏地图，而且在
探寻的过程中沉浸式体验宁波文化，
感知宁波精神，继而为习作储材。

（二）立足地域特色，搭建习作支架

支架教学是在“最近发展区”理
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辅助教学
手段，它能够推动学生的自我学习。
在学生现有的习作水平和习作教学
目标之间搭建帮助学生理解的支架，
有助于学生习作能力的提升。在支架
构建时，笔者有意识地渗透宁波特色
地域文化，助推学生将宁波特色文化
融入习作。

搭建情境支架，沉浸体验。仍以
四下《游 》为例，这是一篇游记
习作，执教时，笔者尝试搭建多元习
作支架：搭建情境支架，沉浸体验。教
师帮助学生回忆在宁波游玩的景点
及游玩情景，多数学生都有过“游宁
波”的经验，学生的创作热情得以激
发。搭建图文支架，思维可视。《游

》是一篇游记，单元习作要素指
出，学生要能按照游玩的顺序写游
记，对学生的思维具有更高的要求。
思维导图的引入能够帮助学生理清
游记的顺序，而且做到重点和特点的
突出，不会出现文章的无序和混乱。
写之前，笔者要求学生先以“游览思
维导图”绘出自己的游览路线，这样
就可以借助思维导图，梳理游览顺
序，让习作思维的逻辑性显性的展示
出来，促进学生习作的有序表达。搭
建范例支架，模仿迁移。模仿是学生
学习的开始，习作也不例外，模仿借
鉴是学生提高习作水平的重要方式。
在学生完成第一次习作后，笔者借助

“镇海小语”公众号中《游 》的例
文，如《游杭州湾湿地公园》《游梁皇
山》和《游雪窦山》等，进一步引导学

生关注身边素材，以及通过阅读他人
习作再次体认富有特色的宁波地域
文化，同时获得习作表达的支架。

（三）整合内外资源，形成精神认同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从三年级
开始，每个学期都安排了8个单元左
右的习作练习。从各单元导语页中
的语文要素来看，教材对于在小学
阶段该如何培养学生的习作能力有
着系统的考虑，在习作训练目标与

要求之间注重体现年级之间、学段
之间的层递性。另外，文化的理解、
认知和内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
成的，它需要长时间、系统性地学习
和体认。为更好地帮助学生感受宁
波地域特色文化的魅力和深刻内
涵，感悟宁波精神之魂，感动宁波城
市文明之真，发现宁波的美、宁波的
好，笔者将宁波地域特色文化和四
下各单元的习作进行有机融合。如
下表所示：

二、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习作教学的路径

山

河
（江）

湖

海

景点名称

奉化雪窦山 镇海招宝山 余姚四明山
鄞州福泉山 北仑九峰山 慈溪达蓬山
宁海梁皇山

大运河（宁波段）甬江 姚江 奉化江 小
浃江

东钱湖 四明湖 月湖 日湖 九龙湖 慈
湖 上林湖 荪湖

梅山湾 横山码头 渔山列岛 南田岛 花
岙岛

宁波的山河湖海

教师对课内和课外宁波特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融合与整理，形成了主题
性的学习。经由一学期的习作练习和指导，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宁波，
看见文明中国”，从而形成对文明宁波的文化认同。

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只是知识讲解、文字记忆，还包括培育文
化精神、滋养文化情怀、实现文化引领。我立足学生文化素养的培育，用“习
作+”的方式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内在需要，促发他们在习作中感知身边的
文化，传承文化。

单元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第七单元

第八单元

习作

《我的乐园》
（写某个地方的快乐生活）

《我的奇思妙想》
（写自己的奇思妙想）

写现代诗
（创编现代诗歌）

《我的动物朋友》
（写养过或看过的小动物）

《游 》
（写自己游览过的地方）

《我学会了 》
（自己学会的事情）

《我的“自画像”》

《故事新编》

与宁波地域文化的融合

学生聚焦自己生活的区域，写在宁波的快
乐生活

学生写一些未来宁波的样子

学生为宁波写诗

学生写一写去宁波野生动物园的看到的
小动物

写一写游览过的宁波风景

结合宁波的“四知”精神写自己所学之事

结合宁波的名人为自己“画像”

抓住宁波的民间故事进行故事新编

四下各单元习作与宁波地域文化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