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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了巧女故事的
固定思路，创编属于自
己的巧女故事就不难
了，小记者们都跃跃欲
试。在故事创作过程
中，学生仿佛穿越回了
古代，成了那一帮充满
智慧的先民，脚踩在滴
满汗水的田埂上，耳畔
响起充满力量的劳动号
子。他们将自己的喜
乐、好恶和愿望以一种
幻想的方式编织到了故
事之中，于是一部部口
耳相传的“作品”便宣告
诞生了。尽管小记者们
的作品有些稚嫩，但每
一个故事都赋予了女主
人公美好的品格。至
此，民间故事的种子已
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
芽。

写作如制作美味佳
肴，鲜活的素材是基础，而
如何表达，则是烹饪的关
键技术。

从角度的切入来看，
要有“别样”的味道。学生
小马在作文《根的力量》
中，讲述了花盆裂开后她
对根的观察。都说生活是
最好的老师，这一份植物
的蓬勃生长之力对于小作
者既是一种惊喜，又是一
种触动，也给予了孩子成
长的启示。

从谋篇的布局来看，
要有“匠心”的安排。一般
来说，详写一件暑假中的
事是常规的写法。但有时
也可以突破这种常规，对
文章的整体有自己匠心的

安排。比如可以把并列的
内容分段，给每一段加上
小标题；或者把看似简单
的情节重复，以复沓的手
法抒发情感；还可以从自
己独特的视角，通过不同
的场景，层层推进，以小见
大，加深感悟理解。

从表达的丰富来看，
要有“魅力”的语句。一
篇文字朴实的文章加上
一些“魅力”语句，给文章
增色，让读者留有深刻的
印象。可以将名言俗语、
古诗词等合理嵌入；也可
以选择与人物心情相协
调的景物、形容词、感官、
修辞手法等；有的时候也
可以直接描述自己的心
情。

“放暑假啦！”“放
暑假了。”“哎，又放暑
假了……”不同的话
语里会呈现不同的心
情。分享几个小妙
招，暑假生活的作文
可以这样写。

用“真”的笔，书写“新”生活

题目是文章的一张名
片，一个亮眼的题目会吸引
读者阅读的兴趣，例如《我的
别样暑假》，分析其中的关键
词：“暑假”属于孩子，长长两
个月；“我”是主要参与者，会
有丰富的所见、所闻、所感；

“别样”就可以表达，有什么
不同，有哪些亮点。

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写
作的源泉，同学们要从身
边入手，写生活中发生的
真事。首要任务就是要开
发自己生活的“金矿”。生
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没
必要都向“优秀习作”看
齐，只要把自己的见闻、情
感，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
就行。抓住生活中难得的
体验，让自己有表达的冲
动，跃跃欲试，这样就不会
觉得写作文是负担，而是
快乐，变“要我写”为“我要
写”。

“暑假”的经历丰富多
彩：学习、阅读、玩耍、旅游
等，同时也会遭遇漫长的
等待，或者遇上属于自己
的放纵与节制的挑战……

这些都是丰富的“金矿”。
“真”是作文的魂。所

谓“真”，就是要说真话、实
话、心里话，表达真情实
感。有了鲜活的素材，更
能表达出真实的情感。某
一天、某一刻、某一个事
件，让人印象深刻的，值得
记下来的，这就是作文的
素材。此外，学生的文章
不一定要有深奥的意蕴，
用平凡、稚嫩的语言也能
写出真实、打动人的文章。

■华燕

素材要“真”
情感才“真”

“厚”积薄发
表达出“新”

（作者工作单位：无锡市五爱小学）

审题要“准”
题目要“亮”

趣读巧女故事 传承传统文化 ■蔡意琳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之一。民
间故事穿越我国久远深厚的语言文化，在一代又
一代劳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
力，流传至今。巧女故事作为其中的一种类型，有
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和价值。这次，为小记者带来
了两则古老的巧女故事：《九斤姑娘》《其满汗智答
大汗》。故事的主角都是善良聪慧的女子，通过自
己的聪明才智最终都有了一个团圆美好的结局。
在阅读的趣旅中，感受到民间故事的魅力，增强了
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堂伊始，用游戏激起小记
者们对民间故事的兴趣。分别
播放歌曲《孟姜女哭长城》、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出示《白蛇
传》图片和《牛郎织女》图片让
学生猜一猜对应哪个民间故
事。出示的这四个民间故事，
都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学生
基本一看就懂，他们从视觉、听
觉两个角度很直观地感受到了
民间故事的美好，学习的兴趣
和求知的欲望一下子被激发
了。看来，这些民间故事在孩
子的心中并未走远。

《九斤姑娘》和《其满汗智答大
汗》这两个故事中都出现了谜语，
这些谜语鲜活、形象，充满了地域
色彩，值得细细品味。这些谜语有
的是算术谜，有的是事物谜，都充
满了年代感，凭借明快的节奏感、
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吸引着小记
者们。解谜的过程已经够有趣的
了，但更有趣的是用吴语方言来说
谜。“乡音里有美丽的故乡”，小记
者们拾起生疏的无锡话，笨拙却又
满带笑意地说起谜语，在有趣的谜
语世界里体会着民间故事的地域
性和口语性。

（作者工作单位：梅村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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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消息，为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
国民教育体系。

《意见》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建非物质
文化遗产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本。在中
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
鼓励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加强高
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
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
点和博士点。在职业学校开设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队伍培养力度，
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和教
学科研。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
和研学活动。建设一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鼓励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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