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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是一种高度的个性化的心智活动。然而当前小学生习作，中
规中矩的多，却少有童趣，无真情实感可言。笔者通过多年实践发现，要解决这些问题，让孩
子们学会体验成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也只有从体验入手，学生才不再苦于写作，畏于写作。

二、体验的记录

要把体验抒写下来，使之充满情
趣，有血有肉，就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
写作技能技巧的训练，主要环节有三：

（一）情境再现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体验的
对象了然于心，对于事情发生的情节
成竹在胸，这样才能毫不费劲地说他
们想说的话，表他们想表的情。

（二）细节刻画

想把心中的体验用自己的语言表

达出来，并不那么容易。有些学生常常
是在体验之后豪情万丈，似乎有满肚
子话要说，可一旦提笔，却才枯思竭。
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能否掌握
写作的技巧，即细节刻画，这是写好作
文的关键。体验型的作文也不例外，感
受深的，有兴趣的某个内容或环节在
体验认知时要压扁了、揉碎了，甚至用
放大镜细细端详。而在写的时候则以
白描手法精雕细刻，如有学生写挠痒
时有这样一个片段：“他弯着腰，皱着
眉，眯着眼，伸长手臂，在自己的背上

挠呀挠，搔呀搔，由轻及重，‘嗖嗖——
唰唰——’；那节奏也越来越快，似乎
越搔越来劲。再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一
副痛并快乐的样子。”这个细节描写相
当精彩，这与该生潜心地观察和体验
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也与他老练的笔
法、技巧息息相关。

（三）梯度进行

对于学生细节描写的训练要有意
识有梯度地进行。比如可以分别侧重
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方面进行练

笔。语言描写要求符合人物的年龄、身
份或职业；动作描写可以规定在一段
描写中选用不重复的多个动词，通常
是5—10个；心理描写可以给出一些
好词好句供参考。如《敲门声响了以
后》，事先给一些词：“不安”“担心”“疑
惑”“犹豫”“鼓起勇气”“考虑再三”等；
神态描写主要是训练学生按一定顺
序，抓特点来写。如《发呆》，指导学生
观察某个同学发呆时眼睛、脸部表情、
肢体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并有条
有理地、有重点有层次地写下来。

三、体验的优效

（一）在体验中让作文自然生成

在动态体验中，学生抓住了富有
生活情趣的素材，从个性化角度，赋予
了写作对象灵动的生命力，抒发内心
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作文自然生
成。这个过程是立足于学生的个性体

验，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着眼于作文的
自然生成。教师关注这个动态的生成
过程，真实地呈现生成过程中的优劣，
积极地进行反思，及时调整其中的环
节，使生成过程更显成效。学生在不知
不觉中，轻松地完成了习作，这是在体
验中作文的最明显成效。

（二）在体验中重新认识生活

在各种形式的体验过程中，学生
的生活空间开阔了，他们接触自然，
深入社会，沸腾的社会生活、奇异的
自然景物映入学生的脑海，丰富了他
们的感性观察、认识、体验，在平凡中

发现不凡，在平谈中寻找新奇。他们
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生活有
了更新更全面的认知。而这种“新”认
知又促进学生在写作时有话可说，有
事可写，有感可发，这两者之间相得
益彰，这是在体验中作文优效的又一
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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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验”入手，让学生轻松习作

（一）激发强烈的内需

为了让学生学会体验，乐于体验，
就需要唤起他们的内在需要。只有当
体验成为学生心目中必不可少的写作
要素，才有可能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和
潜力。

1.生动再现生活情境。
针对学生不善于抓生活细节及琐

事作为写作对象的特点，可以营造一
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氛围。小品表演是
我们通常会采用的方式之一。先出示
一个写作范围，如“人蚊”大战让学生
进入回忆，回想自己在这方面曾有过
的经历，然后把这些内容通过趣味盎
然的肢体、语言等手段表演出来。通过
几位同学的表演，其他同学会有共鸣，
同时还会激发他们的表现欲望，而这
时老师则鼓励他们把自己与蚊子如何
争斗的经历写下来。因为有了先前视
听方面鲜明的刺激，同学们动起笔来
会有话可说，有情可抒。再加上每个人
各自不同的心理体验，“人蚊大战”自
然也就有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总体
来说，这样的素材，同学们在生活中大
都能碰到，所以写起来并不吃力。

并不是所有的命题或写作对象都
适合用小品的形式来演绎。总体来说，
适合小品作文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侧重动作描写类的；侧重心理感受、神
态描写类的。这些内容源于生活本身，
是孩子们所能体验，所能感受或想象
的。再经由孩子们活灵活现的表演，就
自然“下笔如有神”。

2.大胆创设游戏情境。
游戏是孩子成长的摇篮，他们百

玩不厌。文体活动、智力游戏、自创游
戏、电脑多媒体游戏……都是体验的

对象。如“请你跟我这样做”，就是老师
演示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用一个
成语来形容。让一组同学依此把这个
动作往前传，再由最前一个同学做这
个动作，并猜猜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成
语。在游戏过程中，参与的同学漏洞百
出、笑话连连。有的同学把“挤眉弄眼”
传成“目瞪口呆”，有的同学把“垂头丧
气”演成了“练气功”。课堂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们被深
深地吸引，他们都乐于把这样有趣的
游戏写下来。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把
玩和学联系起来，在玩中学，玩中写，
这样的习作富有生命力。

3.积极开展动手活动。
情境体验自然离不开各种感官的

参与，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鼻子闻，
用舌头舔，用手摸，这是学生体验生
活、观察事物必不可少的方式方法。常
组织一些调动各种感官的活动在很大
程度上会激发学生习作的热情。

如,我们举行了手指操大赛，初
赛、复赛、决赛、大赛名称、主持人、裁
判、记时员、公证人都由大家选定。习
作时，要求只要和本次活动有关即可，
角度、文体、字数、题目一概不限。学生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写《快乐的手指
操大赛》《有志者事竟成》《冠军随想》，
也有写《失败乃成功之母》的……

（二）指导正确的方法

体验作为学生个性化的感知和体
味过程，仍需要必要的方法指导，才能
避免体验的盲目性、无序性和随意性。

教师作为引领者，有必要在学生
徜徉于精彩的体验世界的同时作方法
上的指导，包括观察的顺序、体验的侧
重点等。

例如，我在指导学生描写人物神
态“使斗鸡眼”这一内容时，先请会使
斗鸡眼的同学上台表演，台下的同学
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这一幕。这时，细心
的老师不难发现，大多数同学在该体
验情境中关注了表演者眼珠的变化，
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他们往往
容易忽视表演者眼珠的变化过程，包
括眼睛的其他部位表现出来的特点。
因此有很多同学觉得这个表演虽然精
彩，但描述起来却太简单了：“呀，他的
两颗黑眼珠靠在一起了”。草草一句话
显然是不够的。经过老师指导，在注意
了眼珠的变化和其他细节之后，则大
有改观：“他竖起食指，慢慢向鼻梁靠
拢，而他的那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也
随之向中间并拢，越靠越近，最后竟然
紧紧地挨在了一起。他的眼眶里剩下
大面积的眼白，真是太神奇了！”

由此可见，在体验过程中，方法的
指导是很重要的，它能使学生在体验
中有意识有目的地观察、认知，而不是
眉毛胡子一把抓，脚踩西瓜皮滑到哪
里算哪里。对于刚进行习作体验的学
生来说，对体验方法的掌握是犹为重
要的，这有利于他们在今后的习作中
举一反三，为更为自由个性化的体验
认知打好基础。

（三）启发用心的感受

体验的特性，决定了体验是个细
腻的认知过程，需要学生在此过程中
专注地投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感
官去感受。

例如指导学生当堂进行“冬雨”这
一景色练笔时，很多同学出现畏难情
绪，有的说春雨好写，很多作文书上都
看到过，冬雨怎么写就无从下手了。笔

者并没有怪孩子们，而是带着学生出
发，站在不同的方位（阳台上、走廊边、
校园里、小巷中、大街上、小桥边），由
远及近看冬雨，看它的情态、疏密、色
彩，听它的节奏、落地的响声；大家从
不同的角度体验冬雨，从雨中人物的
行动打扮，从雨中各种植物的情态，从
雨中河面上的优美景致等。学生们感
受到了他们平时所忽略的细节。回到
课堂，很多同学都抑制不住内心涌动
的灵感，一气呵成写下了习作，原先的
畏难情绪一扫而光。

（四）鼓励独特的体验

以体验为基础的习作，往往都是
充满生活情趣，体现烂漫童真的。对于
已品尝到体验乐趣、掌握体验方法的
学生而言，经常性地给学生出一些新
颖有趣的、有施展空间的、半命题自由
作文是很有必要的。这样能让学生更
好地抒发心中之感受，展现他们的个
体智慧。笔者尝试出一些这样的作文
题：《恼人的 》《 的风波》《都
是 惹的祸》《我做了一个 的
梦》《 的秘密》《这件事真 》
《和 聊聊天》等。在这样的习作训练
中，许多富有创意和个性化的文章应运
而生，其体验之真切，选材之新颖令教
师们叹为观止。可以说，这时的学生是
真正用心在体验，在创作。他们完全摆脱
了“要我写”，“我要写”的强烈愿望已跃
然纸上。对于一些独特的体验，又不乏生
活情趣的，教师要大大地鼓励和表扬。例
如，有同学写《恼人的痒》，也有同学写
《恼人的拉肚子》，这样的体验大家都曾
有过，感受也很真切，当然可以成为孩子
们的写作对象。只要抓住体验，写得深刻
生动细致，都是出彩的好文章。

一、体验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