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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暴雨后的淮北师范大学校园显得更清新、更精神了。一天忙碌

的学习虽说有点儿傻傻的累，却也心情愉悦，收获满满。张春华教授的清新、亲

和的讲座，如暴雨一般一扫学员沉闷的心绪。 

 

张教授的案例解析，让我们懂得：作文教学指导，要依学情而给予是否指导

及指导合宜的层次；要着眼于作文的微观；作文教学要抓低起点，要有起点，要

教会学生“三偷”。 

尤其是对作文教学结合案例作了具体的指导，教师要对作文教学行成自己的作文

讲义：1、主题解读。2、列举学生的问题。3、汇编学生作文范例。4、提出修改

意见。 

今后，我们应该在作文“切片”指导上多下功夫，可以加强随文教学、随文写作。



 

读出文章的新意并不是我们的教学目标，我们要帮助学生猜读文章的行文思路。

努力向“只重其义，不问其招”的境界出发。 

 

 

 

写好活生生的“这一个” 

今天讲座的主讲人张春华老师，是个名人，也是老熟人了。一见如故的感

觉，人儒雅而不乏气场，讲座专业却接地气，课堂严谨但很灵动。滔滔不绝，口

若悬河，淡定从容，睿智深邃。喜欢听这样的讲座。 

一、授课切入点小，巧。本次虽是作文教学方面的讲座，他没有讲什么高深、

空洞的理论。作文教学是个大课题，要讲的东西太多，他紧紧抓住“如何指导学

生写好活生生的‘这一个’”小的切入点来进行讲授，告诉我们作文教学中，如

何指导学生写好“写人记事”类的文章，传授我们教学策略与作文教学技法，实

在是高。正如学生写作文一样，切入点要小、低，不能贪大求全，指导要基于学

情。他给我们学员上课，选择这样小的切入点，效果就很好。同理，我们平时指

导学生作文时，也要基于学情，不能想一锹挖一口井，欲速则不达。他的讲座对

我们以后的作文指导教学乃至语文教学，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教学内容实，“俗”。实是实在，实用。讲座内容是货真价实，不做虚功，

围绕“如何指导学生写人”这个小小切入点，从“作文指导课如何设计”讲到“作

文指导教学策略”，再结合这个讲座主题进行作文指导备课研讨，示范教学。既

有理论层面的思考，更有实践层面的技法指导。真的是实在，实用。“俗”，通俗

易懂。听过他两次讲座，最大的感受就是报告内容易懂。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能言简意赅而又准确恰当的表述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能不断的举例子进行诠

释，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们大家教学中常见的，亲身经历的教学案例与教学情景，

听后能立即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既好理解，又记忆深刻，过耳不忘。这也是

一个语文老师应该具备的，看起来低级却又是最有效的教学技能吧！学生听不懂

的课堂，就是失败的课堂，我一直这么认为。你老师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课堂教学中，学生浑浑噩噩，如在云里雾里，你绝对不是一个好老师！ 



 

   

收获还有很多，写了两点最深的感悟。作文教学任重而道远，慢慢探索吧！

用他的一句话对今天的学习作以总结：“所有的作文都是一口井，所有的井都是

一篇好作文！” 

 

 

 

一石激起千层浪 

张春华教授的教学方式特别好。今天，简单的开课后，他就让我们小组讨论。

屏幕上呈现的主问题是:作文指导课如何设计?下设子问题:学生作文的常见问

题？常见的作文教学范式?有效的作文指导方法?拥有的写作教学资源?教师个体

作文指导的优势及不足?影响作文教学的其他因素.... 

学员们讨论热烈，最后达成了共识:学生缺乏敏感心，怕写作文，审题不够

严谨，选材单一，方法不到位，阅卷导向的影响…… 

张老师记录下我们所有的问题，然后耐心地专业地指导引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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