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语文是人文学科，不只是工具性，

更是人文性。语言表达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

的结合。它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决定了只在课

堂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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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说过：“语文这东西不是轻

易能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每学期一本语

文课本，所选课文无非几十篇。尽管代表了

不同的方面（诗歌、小说、故事、散文等），但

篇幅有限，应扩展内容。现在的语文，学校规

定（也是教育系统语文研究的结果），除了学

习课本知识，还要读若干本课外书籍。这些

课外读物包含了诗歌（古诗、现代诗等）、小

说、故事、散文等等。这就说明了一个意图。

即课本是范例，练兵在课外。学生中，那些作

文写得好的，无一不是课外练兵的结果。课

外怎样练兵呢？有如下方面：读书、观察、体

验、练笔。观察是获得写作素材的重要途径。

课内外书上的东西，都是作家的汗水功夫。

其中就有观察。曾经有一个作家为了写好农

民，他每天在农民上街赶集的必经路口，泡

上一杯茶，坐在那儿对过往的行人进行观

察。老人、小孩、妇女、男子，各种不同年龄段

的人，都尽收眼底。他们的衣着、动作、表情、

语言等等，都记在脑子里，写在本子上。然后

进行研究。各类人物的文化修养等等，都给

推测出来。这样当他要写东西的时候，里面

的人事就会写得入情入理，人物塑造也会惟

妙惟肖。又例，为了对某个城市的背景有个

了解，特别乘飞机到千里之外的那座城市进

行观察和体验。因为他从媒体上知道，这座

城市已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

市。这城市又有森林城市之称。他此行要了

解的东西很多。既是全国文明城市，就要涉

及到方方面面。人民的精神面貌。精神面貌

是由行为举止、表情体现出来的。城市设施。

城市设施包括街道面貌（房屋、街道、装饰

等），风景区的湖光山色。白日所见青山绿

水，整齐豪华的建筑。到了晚上，四处灯火辉

煌，岸上的、水中的景致融为一体。除了观

察，还要体验。体验就要亲身融入这座城市

的生活之中。乘车、购物、问路等等。在公交

车上，所见的老人、年轻人都互相尊重。年轻

人给老人让座，老人都要说声谢谢。看不到

霸座（一人占两人座位，死不改正）的行为。

他去一个地方（步行而去，不远）但不知方

向，问一美女，美女说往前走 200米红绿灯

处再右转 300米就到了。但他行了几十米，

那美女从后面追上来对他说，“我记错了，是

往右转不是往左转，不好意思”。她心灵振动

了。给别人说错路是常有的事，可追上来纠

正说法的情况却不多见。足见这座城市的文

明程度。一个作家为了写东西，可以不远千

里而去深入生活，我们的学生为了学好语

文，为了获得充足的写作素材，在当地就可

以进行观察体验，与那些作家相比，方便多

了。但却总有那么一些学生，就是不重视语

文的课外功夫。他的课外时间哪里去了？网

吧、手机不离眼睛玩耍，对生活中的人和事

熟视无睹。这样的学生，若要从他的书包里

搜出一个观察体验的笔记本，那是不可能

的。再说读课外书籍。书籍是知识的窗口。在

几十年前那种通讯工具不发达，出版物很少

的情况下，人们（别说是学生，就是农民、商

人等等），都十分爱好看书。城里，乡村街上

都有图书出租。临时出租的，一般都是连环

画。一大柜子的连环画册，几条长凳上坐满

了人，各人手中拿着一本连环画册，看得津

津有味。出二分钱，看一本连环画册，消磨半

点钟，充实了精神的宝藏，何乐而不为？那时

有个学生，一到星期天，就徒步去 20里外的

城里（翻山越岭，还要过河），专门去书店买

书，去租书店看连环画书。此人现在已是作

家了。课外书籍在那时是香饽饽。只要听说

新出版了一本什么长篇小说，很快便争抢一

空。可是现在，尽管有中央的号召，地方各级

文化部门重视。在公园里也有可自由阅读的

图书角，但光顾者寥寥无几。也许有人说，他

们不看那些书，看手机里的信息不也是增长

见识吗？手机里，时政新闻，生活见闻多的

是。但我要说，这些可以看一些，短时间获得

大量信息，何乐而不为？但手机里的长篇小

说、短篇小说，即使有也很不方便看。不及出

版的书，可以慢慢看，慢慢做笔记。手机里

的，看了，待一会儿就自动消了。但现在看书

风气有所好转，某次，在某公园一角，有几个

学生在那儿看书而不是玩手机，看得很是专

注。我问他们书中可有宝贝？他们说有美丽的

精神天地。爸爸说我学习意志薄弱，去看些励

志文章吧。看，我不正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吗？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保尔·柯察金，一个

战争中的英雄。他吃的苦头是常人所没有吃

过的。快冻土了，为了在冻土之前把通往城的

小火车道修通，这可是运煤进城供几万人取

暖的救命通道啊。保尔和他的战友们，穿的靴

子都破了，脚指头露出来，泡在稀泥浆里，还

要不停地挖泥，运泥？那种刺骨的寒冷，也许

会把脚指头冻掉，可是他们有为人民的军人

的坚定信念，坚持修路。读到这里，我的心极

为震撼，我们这代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从

书中不但学到知识，还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以

前我写作文胸无点墨，现在我可以写得有骨

有肉，情文并茂了。又例：有个城里生长的学

生，要一篇反映农村巨变的文章。可是对农村

情况不了解，间接得来的东西又模糊得很，于

是专门乘车到几十里外的外婆家实地观察体

验。看见眼前的景象，真认不多几年前的样

子。几年前这里全是旧房子，窄窄的泥巴路，

而现在，房屋拆迁了，搬到新的小区里去了，

变成了平整的一片良田了，有了这次经历，他

终于写出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这也说明了

学习写作功夫在课外。

综上所述，要学好语文，尤其是要写好

作文，非在课外下深功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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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描写是记叙文章中不可缺少

的。根据文体的不同写法就不同。

关键词：文章 环境描写

环境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种环境

的作用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是都有

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不同的是自然环境主

要是展示自然风貌和烘托人物的心情，或暗

示人物性格，而社会环境主要是揭示事件发

生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让读者了解事件与

社会的关系。自然环境由自然界的景物构

成。社会环境是由能体现社会风貌的因素构

成。这些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景物、场面、

人际关系，人的穿着特点等等。

故事中的环境描写十分简洁，有时不加

描写，只是概括介绍时代背景，因为故事主

要是以情节的生动曲折体现某种精神或说

明某个道理。所以环境描写除了推动情节发

展简法提上几句，不需细致描写。而小说则

不然，它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的文

体，塑造人物形象就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描

写，环境描写就是其中之一。

环境描写在文章中是为表现中心服务

的，如写家乡的美丽，家乡的山山水水就是

要着力渲染的选择山水中美的因素构成美

的家乡图画。要写家乡曾经的落后或是现在

还处于贫穷状态的那些地方，就要选取山水

中那些体现穷的因素，给人一种贫穷落后的

感觉。

例一，这是一位小学文学兴趣小组的同

学写的。他是这个地方读书的，他笔下环境

是这样的：我的家住在深山里，山宽人稀

少，我们的学校就建在山上一个平坝上，只

有这里才是开阔的。村里的学生们都要从

四方八面来这里读书。我们每天单程要走

七八里路，弯弯拐拐，沟沟坎坎，上上下下，

最后还要爬一个天梯才能到达。也许城市

的同学们觉得我们苦，其实我们很快乐。曾

经有位城里学校的几位同学特地到这儿

来，由我领路去参观我的学校，就见证了这

里的情景。

从我家出来，我们往学校走去，出门就

是山，这山不是泥巴山，而是石头山。凡有植

物的地方，土层一尺以下就是岩石。到学校

的途中要经过很多的悬崖峭壁，我们来到一

座山下，左边是陡峭的山壁，右边是河，路就

是在峭壁上凿出的小道。道窄窄的，凹凸不

平，还真是优点，踏上去不会打滑。右边是

河，河水距山路有一两米高，即使夏天涨水

也淹没不了山路。但河水汹涌，惊涛骇浪拍

打着河岸，也够多吓人的。为了安全，家乡人

在路的外侧打了桩，有一根铁绳栏着，最险

的地方要扶着铁绳小心翼翼地慢慢走。看

吧，那几个城里来的小同学扶着铁绳的手都

在打抖，脚下一步也不敢大意。如果在惊涛

汹涌的夏天，他们根本不敢开步。而我们却

会敏捷如猴子，只是小心些慢一些，习惯了，

当心情不好时，看到汹涌的河水还有一种心

旷神怡之感，我们又来到一座山下，这是个

极陡的山坡，在坡上造了楼梯也爬不上去，

用的是软梯，是铁索上绑上横铁条，两手抓

着铁索，踏着梯子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说

这是登云梯是通天坡。爬上坡顶了，眼前不

远就是我们的学校。白壁红瓦，平整的操场，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这就是现在的上学路上

情景，据说，政府要为我们山区教育加大投

入，要把上学的路加以改造，把通天坡改造

成现代化的云字拐铁栏杆坡。但那时就见不

到有云梯的风景线了。

评析：这段自然环境描写，目的是表现

山区的奇山异水，抒发了小作者对山区特有

的自然风光的热爱与快乐。充溢着一种积极

向上的精神。文章中也有一点儿社会环境，

即政府打算改造这条上学之路，体现了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山区教育

的决策。这就是目的不同，表现角度就不同，

同样的景物，赋予它的意义也就不同。

例二，《穷山村一瞥》这是一位城里学

生写的参观记。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

贫”的号召下，县里的干部们打算去考察本

县边远的一座小山村。据说那儿十分贫穷。

这天，我也为猎奇与几位同学骑车去那里

参观参观。电瓶车骑到山下就上不了山上。

只好把车寄放在农民家中步行上山。据说

还有十多里路才能到达，我们也不怕，就开

始登山路了。这路全是羊肠小道，只能供人

和自行车通行，因弯拐太多，又窄，若是机

动车，哪怕是两轮的，稍不留心就会摔下悬

崖。所以山里人是靠肩挑背扛运物质的。这

时正值春夏之交，你看那几个农民，全是用

肩扛着化肥上山。我们越过两道小河，翻过

三座山，来到了这个村子。初来，真是大吃

一惊。因为在山外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村子。

房屋稀稀落落的，周围是树林，在树林之间，

一小片一小片的庄稼地点缀其间，土质平

脊，都是软岩风化后的土质，又薄。据当地人

说，这里的山路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浓。庄

稼地水土保持也不好，所以不出庄稼。看吧，

眼前的油菜还开花，矮矮的，细细的，产量很

低，就是成熟了，打下来也卖不了几个钱，我

们走近一房农舍，这与古人的国画中的风景

图差不多。土墙、茅草房，屋外竹篱笆栏着菜

地。屋檐下堆满了柴禾，屋前地坝里坑坑洼

洼，铺了一根晒垫在晒被子。我们走近一

问，这被子潮湿吗？主人说房子漏雨打湿

的。唉，真是的“屋漏又遭春夏雨，被盖打湿

房前晒”。这山区的人真可怜。看见眼前的

景色，我脑海里便出现了山外的农村景象，

那里土地肥沃，山清水秀，村里的水泥路平

坦宽阔，两辆汽车并行都不会擦撞。运肥

料，运粮食的，运水果蔬菜的农用车来往如

梭，偶尔还有几辆过路豪华小轿车，或是下

车驻足观景，或是坐在路边装饰美观的茶

园里喝杯热茶，才又上路。这里能留住轿车

光顾，说明这里风景不错，生活水平不低，

村里的住户，哪家没有电视机，有的还有电

冰箱，相比之下，这里只能是原始生活，由于

这儿贫穷，有女子也外嫁他乡，光棍居多。教

育不发达，山里人不能凭借知识走出大山，

只能外出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只够糊口。所

以这山村就一直很穷很穷。

评析：这篇文章就以贫穷的自然环境

（也暗含着社会环境，是繁荣祖国角落里

待扶的贫穷地方），表达对穷山村的同情

之心。

谈环境描写
阴 四川省理县杂谷脑营盘小学 南丽英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学

生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在

初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是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的关键。

关键词：初中地理；空间思维；地理教

学；学生能力培养

引言

空间思维能力是指对空间环境及其相

互关系的认知、理解和分析能力。在地理学

中，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学生地理素

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初中是学生系统学习地

理知识的关键阶段，因此，如何有效培养学

生的空间思维能力是当前地理教学面临的

重要问题。

一、培养空间思维能力的意义

（一）提高地理学习效果

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地理学习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而且还能提高学习

效果。通过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可以

更好地将抽象的地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

起来，加深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同时还能培

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首先，空间思

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地

球的形状和特点。地球是一个球体，它的表

面覆盖着各种地形和地理特征。通过空间思

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特

征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掌握

地理知识。其次，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还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各种地理现

象和规律。例如，在地理学习中，我们经常需

要掌握一些地理规律，如气温带的变化、气

压带的形成等等。通过空间思维能力的培

养，学生可以更好地将这些规律与实际现象

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原理和特

点。除此之外，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还能提

高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地理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学生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地理实

践活动，如地形测量、地图绘制等等。通过空

间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可以更好地参与这

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因此，对于想要提高地理学习效果的学

生来说，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

的。可以通过多观察、多思考、多实践的方

式，不断提高自己的空间思维能力，从而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

（二）培养综合素质

培养综合素质：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是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空间思维能力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技能，它涉

及到对三维空间的理解和感知。通过培养这

种能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物理现象，解

决实际问题，并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除了提高思维能力外，空间能力的培养

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更好的观察力和感知

力。这种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周围的

环境，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交流。它还可以

帮助学生发展出更好的决策能力，因为他们

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解决。

当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三维空间时，他们就

会更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和创意。总的来说，

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全面发展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培养这种能力，学生不

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观察力和决策

能力，还可以激发自己的创新精神。

二、培养策略

（一）强化地图教学

地图作为地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具有无可替代

的作用。作为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地图的重

要性，并积极运用地图进行教学。在引导学

生观察地图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使其能够从地图中获取关键信息，并能

够通过地图分析地理现象和规律。同时，教

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空间感知能力，使其

能够将地图中的空间关系与实际地理环境

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来强化地图教学：

首先，教师应选择合适的地图进行教

学。地图的选择应考虑到教学内容的需要和

学生认知水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清晰的

地图进行讲解。同时，教师还应根据实际情

况，自制一些简单的地图，以满足教学的需

要。其次，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观察地图。在

观察地图时，教师应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分析，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

等。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技

巧和方法，使其能够更好地从地图中获取信

息。再次，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在分析地图时，教师应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

进行分析，如地理现象的形成原因、分布规

律、发展趋势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运用现代技术

在现代教育中，我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到

了现代技术，例如虚拟现实（VR）等，这些技

术为教育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可以为学生提

供更加直观、生动的空间环境体验，这不仅

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中的知识，还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在传统的教

育环境中，学生往往只能通过平面图像或者

抽象的描述来想象三维的空间，这样的方式

往往效果有限。而 VR技术则可以让学生真

正进入一个三维的空间环境，通过视觉、听

觉等多方面的感官刺激，让学生更加深入地

理解空间的概念，培养空间思维能力。现代

教育技术的运用，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和

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们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

量，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

此，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尝试这些新技术，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

结束语：

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空间思维能力的培

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强化地图教学、

开展实地考察、运用现代技术以及鼓励学生

探究等策略，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

能力，提高其地理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为

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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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教学中学生空间思维能力培养的探讨
阴 四川省广汉市金广学校 管芸

谈作文的生动性
阴 四川省夹江县第二小学校 陶昭慧

摘要：写作文是要讲究生动性的，生动的因素有

章法和表达。

关键词：作文 生动性

文章章法千变万化，但都离不开内容的制约，有

的学生看了不少课外书籍，学了不少关于章法的知

识，于是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运用。但往往由于那

些新酒与原酒性质不同，装上去很不协调。因为写文

章是内容决定形式，而非形式决定内容，所以文章章

法的运用要因内容而定。章法又因文体的不同而不

同，散文有散文的章法，小说、故事又有不同的章法。

语言表达有概括叙述和详细描写，描又有很多种类，

也应由内容决定，下面以实例来说明。

例文（一）：《我的乐园》我家的后面有一座小山。

山虽不高也不宽，但他是我的乐园。每当星期六到了，

我都要去山上玩一会，有的同学知道了，问山上有什

么好玩的，我说星期天和我一起去玩一次就知道了。

星期天到了，班上那几个要好的同来到我家，我们便

一道往山上走去。这座山因为没有名字，不高但很陡

峭。以前大人们爱上山去打柴伐木，现在木料用途少

了，上山的人少了，但不是大人们的爱好地方，却是孩

子们的乐园。这山陡峭，路也奇险。山脚下是一条小

溪。溪水不宽但很深。夏天，到溪里洗澡的人，一个猛

子钻到水底，也要好一会才能浮上来。上山的路是在

悬岩上开凿的，这是上辈人的杰作。路有二尺来宽，足

够走路安全，但如果不小心，掉到溪晨就够受的了。所

以我们几个人都格外小心，好在这么奇险的路只有

10来米，我们都安全地走过来了。我们来到一个山弯

里。这里是一个草坪，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对面是一座

很陡的山，山上有一股泉水直泻而下，像挂在山前的

一条白绸。这边的草坪和树林就是玩的地方了。这里

面有什么好玩的呢？那就看我们怎么玩吧。先说这草

坪，大约有三亩宽窄，草是细叶草，密密的像铺了一层

草毯，这时正值秋天，草有些枯黄，但水分少，正好在

上面坐着，躺着，打滚也可以。我们几人在里面追逐嬉

戏，摔倒了，这么厚厚的草地，象是摔倒在草被上，一

点都不疼，好不快乐。村林里又有什么景象呢？这里的

树木不只一种树，很杂。有松树，有栗树，有青岗树、柿

树、桉村、梧桐树，还有些叫不出名的树，真是树们在

聚会一样。这些树，有的有一股股的老藤。这些老藤可

柔韧了，像麻绳一般。于是我们在上面绑了横木，坐在

上面打秋千，这林子里有吉呀吉呀的声音，原来是鸟

叫，它们是在为我们的创意而惊讶吧。我们打着秋千，

越摔越高，一个仰视空中，树荫遮着了天空，一下又俯视

地面，像是在空中航拍的感觉。不玩秋千了，我们往树林

深处走去，看看这儿又有什么风景线。突然身边梭的一

声，吓得我们差点摔倒。一看，原来是一只野兔窜了出

去，它的窝就在我们脚边，我们都笑起来。这林子里还有

鸟，有兔，这是城里没有的风景。城里公园里有石碉的假

山，但毕竟是假的，只是艺术欣赏，而这是真山，有亲临

的体验。人们说的“返朴归真”就是这种感觉吧。又玩了

一会儿，我们从原路下了山。同来的几个同学都说，这

山上好玩，真是孩子们的乐园啊！

这篇游记，老师让文章作者念了两遍，让同学们

谈感觉如何？同学们纷纷讨论了起来。有的说写得好，

是出自己亲身的体验，如果只凭想象是不会这么逼真

的。有的说，我家对面也有这样的一座山，虽然整体风

景不如这座山，但某些方面还是有相似之处。比如小

溪、树林、鸟儿等，我也去玩过，但我就是写不出这么

好的文章来，不知差在什么地方。这时，老师对他说，

“我了解你的情况，你平时去玩只管玩，熟视无睹，从

没想过从观察中获取写文章的素材。这个同学写了很

多观察笔记，而你一篇出没有。”大家觉得老师说得

对，要向这位同学学习。那位同学更是茅塞顿开，找到

了写好观察文章的路子了，也要试一试，于是列出了

重游那重山的观察计划。还是回到对这篇文章的讨论

吧。有个同学一直在沉思，这时突然举手有话要说。老

师知道他有高论发表，果然他一鸣惊人。他说，这篇文

章的写法启发了我，我于是发现了应在一个地方再加

以联想，会更加强表现力，那就是上山过悬岩山路那

处，那悬岩上凿出的路左边是山岩，右边是悬空，下面

是溪水。写到那里如果再添上联想，我听到这里，就联

想到了在电影智取华山的情节里，有几位突击队的战

士从后山爬上山顶，有一段路就如同这篇文章里写的

那么险，甚至更险。要有一脚踏空，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而粉身碎骨。这几个同学过悬岩时，也一定会联想到

那些吧，也一定感觉到今日游山体验到了解放军智取

华山的奇险刺激吧，会更感觉到这真是一座令人快乐

的山。这段发言，同学们听了都说有水平，发挥得不

错，那位文章的作者也觉得他说得很好，下来他会把

这个联象加上去。评析：以上是对作文的生动性的讨

论，而且收获很大。这样的讨论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特

别，素质教育不是由老师包办代替地独自讲评，而是要

激发学生发挥主体精神，积极思维，形成生生互动，师

生互动的生动局面。这也是教学民主的体现。素质教育

强调“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采取生动活泼的方

式，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能激发学习兴趣的形式就是

生动活泼的形式。要形成这种氛围，老师首先要以与学

生平等的姿态，参与其中，进行引导点拨，这位老师正

是这样做的。所以同学们讨论热烈，发言踊跃，还有创

新思维被启发了出来，这就比由老师讲学生听，只作知

识接收器的效果好得多。文章怎样才生动，从学生的发

言中，可以看出学生是意会到了，那就是情节的曲折有

趣，形象的描写，这些都体现在章法里。

参考文献：《素质教育论》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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