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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资源,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教育技术,与小学习作教学紧密结合,在教学实践中努力去探索快乐作文的新途径,即：

“立足课内文本”“拓展课内文本”“借助课外读物”“链接学生生活”“能力综合培养”五大空间。其中“画写结合”的方式成为引导学生快

乐作文的特色。 

[关键词] 数字化网络资源；快乐作文；现代信息教育技术 

 

引言 

在教学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数字化网络教育资源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劲的生命力。我们致

力于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新型语文课堂,就必须充分应用大容量的数字化

教育资源。只有合理运用好了这些资源,才能为学生创造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空间,才能使课堂充满活力与效力。 

作文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质

的重要方式。在实际教学中,如果能将网络教学资源与作文教学结合,将会

事半功倍。所以,在作文教学中我从小学起始年级就开展“拓宽习作空间,

引导快乐作文”的实验研究。以吴立岗教授的作文教学思想为指导,以“拓

宽习作空间,引导快乐作文”为主要研究内容,运用数字化信息资源,以“激

发学生的作文兴趣,培养良好的作文习惯”为突破口,在拓宽习作空间,引

导快乐作文的教学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 

1 立足课内文本、增强直观性 

教材中有许多比喻句,但是,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理解并不容易,

我就利用网络多媒体,制作课件,增强直观性,使学生便于理解。如：学习

比喻句,以此句为例。“晚上,满天的星星,像无数颗珍珠撒在碧玉盘里。”

一句,学生不理解“碧玉盘”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珍珠”也是模模糊糊的,

所以不好理解作者的这个比喻。我通过网络收集到视频资料,让学生直观

感受到两种事物的形象,引导学生分析“珍珠”“碧玉盘”指什么？想象还

可以把星星比做什么？出示相关图片,扩展学生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

想象力,找到两种事物的相似点进行比喻：满天的星星像眼睛眨呀眨；像

蝴蝶飞呀飞；像顽皮的小精灵；像一只只萤火虫；像闪闪发光的钻石等。

还可以用XX像XX说一句话。对于他们或天真或幼稚的想象,只要符合他们

的道理,我都给予肯定,并充分尊重他们的天性。 

如：有的……有的……还有的……(有…有…还有…)这个句式 常用,

我通过相关视频和图片,引导学生去观察、收集,然后表达。如：市场上：

蔬菜可真多呀……；水果的种类可真多呀……；商店里的商品真是琳琅满

目……；书店里图书的种类可真不少……；公园里的人真多……；大扫除

时同学们干得可起劲了……；放学后同学们各自参加自己喜欢的课外

班……；秋天到了,果园里的果子成熟了…；节日里天空真美丽,礼花齐

放……这样练习的同时出示课件,引发了他们的兴趣,激发了想象力。培养

了他们观察、体验、表达的能力。 

其实,教师能做到立足文本,通过网络教学,为学生提供表达的内容,

拓展想象空间,学生自然就会快乐表达了。 

2 拓展课内文本、创设故事情境 

利用网络资源,拓展课内文本,为学生的想象写话创设课文情境。 

例如学习《小动物的家》。我通过播放视频,从“家”引入,问孩子们：

家是什么？没想到六、七岁的孩子对“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说：

“家是有一个温暖的房子,漂亮的房子。”“可以休息,睡觉的地方。”“一家

人在一起。”“有爸爸、妈妈陪伴你。”“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等等。孩

子们理解与表达显然是不够的。我又引导学生们说：家是什么呢？老师给

你们讲一个故事。引导边看视频边听老师讲解。这是1983年发生在卢旺达

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能给家做一个贴切的注释。卢旺达内战期间,有

一个叫热拉尔的人,37岁,他的家有40口人,父母、兄弟、姐妹、妻儿几乎

全部离散丧生。 后,绝望的热拉尔打听到5岁的小女儿还活着,辗转数地,

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后,他悲喜交集,将女儿紧紧搂在怀

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又有家了。”学生听了,有的泪光盈盈,有的默不作

声,沉思不语,数秒钟后,有的孩子举手了。“老师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有爱才有家。”“家是一个我肚子饿了可以吃到香喷喷饭菜的地方。”“家

是一个你生病了,有人照顾你的地方。”“家是一个我受了委屈可以哭诉的

地方。”…… 

这节课结束了,学生将课堂的发言内容写成了一篇作文《家是什么》。

这节课,不禁使我想到我们的作文教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应该是让学

生感受到诗一样美好；能得到精神的享受；是一幅多姿多彩、形象鲜明的

画；是一首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歌；是学生精神世界的一道风景；是个

性飞扬的；是能带来生命温暖的；是会喷射出缤纷的色彩的；是充满生命

活力的、灵动的、飞扬的……如果只限于课内文本的教学,那会给我们的

教学给学生的成长带来多大的遗憾呀！ 

“拓展课内文本,想象写话,提升思维”我觉得这一途径是行之有效的,

为学生的习作拓展了空间,是快乐作文的源泉。落实研究目标,的确需要我

们的教师的智慧、艺术、爱心和耐心,更需要科学的方法。 

3 借助课外读物、拓宽表达空间 

在充分利用好课本以外,还适时适量地从报刊、杂志、网络上选取优

美的文章,有趣的故事等课外读物,让学生阅读,以激发学生写话的兴趣,

拓宽写话的视野与空间,提高作文水平。 

晨读时,我边播放视频图像,边深情的向全班同学朗诵了朱自清的散

文《春》。多少个春天过去了,学生们依然记着《春》,记着我深情诵《春》

的那一刻。他们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告诉我,听了我诵的《春》,他们觉得真

美！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孩子们竟然有了《春》的打印稿,他们也学着我

的样子背着《春》。他们都可以整齐地把整篇散文背出来了！我惊喜！也

更诧异！我想：这是我借助这篇文章,拓展学生习作空间的极好机会,所以

在我领着学生品读赏读《春》后,让孩子们试着以这种细腻的笔触来写

《秋》。 

我问学生：秋天到了,周围的景物有了哪些变化？学生用自己积累、

喜欢的词语说出了天、大雁、树叶、果子、菊花、稻田、秋雨等景物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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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很美,感情很真。后来,我让他们用一句话赞美秋天。学生们说出：秋

天真美啊！秋天是一首美妙的歌！秋天真是一个如诗如画、多彩多姿的季

节！等等。 

通过实践证明了教师精心地从课外读物中选择有益的补充,激发起学

生兴趣,同时搭建习作平台,学生就会在教师的引领下走上快乐作文的道

路,拓展了习作的空间,作文教学也会到了一个“润物无声”的境界。 

4 链接学生生活、激发个性表达 

叶圣陶先生说过：“生活就如源泉,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盈而不枯竭,

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歇。”因此,我引导学生关注生活、自主体验、个性

表达、快乐作文。 

一年365天,节日有很多,每个节日,都蕴涵着文化和民俗,散发着感人

的魅力,也容易引起学生的心灵共鸣,产生写的欲望。我及时引导学生从生

活中汲取写作素材,对学生来说可谓情之所至,水到渠成。在浓厚的兴趣中

享受写话带来的成功的快乐心情。如过年、中秋节、端午节我通过收集网

络上的相关视频,制作动画课件,引导学生感受节日的文化,学生们才能写

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再比如夏天到了,引导学生观察各种水果,通过实物、图片、视频等资

料,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掂一掂,问一问。有了生活,

有了体验,学生写起作文自然感到快乐有趣。 

教师的责任就在于让学生回归生活,创造机会,将习作活动置于现实

的生活背景之中,以疏通学生的习作源泉,为学生的习作提供有利的条件

和创作的空间,鼓励他们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 

5 综合能力培养、形成表达特色 

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练习,将观察、思维、表达三种能力结合起来培

养。写观察日记、制作贺卡写祝福的话、写留言条、编童话故事、写生活

日记、画写结合。将三大能力通过多种形式综合培养。尤其是画写结合的

方式成为引导学生快乐作文的特色。 

童话是孩子们 为喜爱的文学形式,在整个作文教学过程中,我经常

让学生们用画写结合的方法写童话。 

一次我制作音频课件,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没有结尾只有悬念的童话故

事。说有几只小松鼠在河边草地上玩球,不小心将球踢入水中,怎么办呢？

于是,小松鼠们想办法, 后把球去上来了。显然他们是怎么想办法的？想

出了什么办法？是故事的空白,也是学生们想象的空间。我让学生们通过

画写结合的方法自己画出四幅图,写四段话。即：河边踢球、皮球落水、

想办法捞球、球捞上来了。并且重点想一想小松鼠们的神态、动作、语言、

心理活动等等。结果,孩子们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好,他们的思维空间相当广

阔,想象力极为丰富。 

把学生画的内容展示在大屏幕上,孩子们异常兴奋。有的说：请小鸭

子帮忙,因为它会游泳。还有的说：请大象伯伯,大鼻子一卷,轻轻松松完

成。有的说：小松鼠齐心协力用一张网把球网住。还有的说：小松鼠坐在

一只大木盆里,划到水中捞球。有的说：小松鼠坐在乌龟背上把球捞上来。

更有创意的想法是：用“猴子捞月亮”的办法,大伙一个连一个,像一条链

子一直连到水里把球捞上来。而且,学生们画面生动、传神,作文内容具体、

细致,从始至终兴趣盎然。 

学生的观察、想象、思维、表达能力及道德感、责任感等得到了提升。

学生作文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情真意切,语言充满童贞童趣,作文能力明

显提高。 

充分利用学校数字化资源,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广泛深入地

了解传统及现代的作文教学理论与思想,并在教学研究中努力去实践这些

理念,博采众长,独辟蹊径。形成了“一个教学模式”、“五大教学空间”、

“一大教学特色”。即：激发兴趣——关注生活——自主体验——快乐表

达的教学模式。“立足课内文本”“拓展课内文本”“借助课外读物”“链接

学生生活”“能力综合培养”五大空间；尤其是“画写结合”的方式成为

引导学生快乐作文的一大特色。 

6 结语 

学校的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了教师自身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给教学带来巨大的变

化,使学生在习作方面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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