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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　
让孩子们爱上写作文

2011年秋季 , 郑州市纬五路第一

小学的语文老师白慧珠开始接手教三

(2) 班的孩子们。全班有 80 个学生。

新学生面对的还是老问题。在第

一节作文课上 , 学生们愁眉苦脸 , 纷

纷表示不知该怎么写。白老师笑着说 :

“跟着白老师学作文 ,我会让你们感觉

有写不完的东西。写作文就像平时说

话 , 怎么说就怎么写, 想写什么就写什

么 , 刚开始哪怕只写三句五句 , 写三百

五百字都行。”为了给大家提供写作

素材 , 白老师千方百计组织学生搞活

动 , 跳大绳 , 打腰鼓 , 有时带领大家

到校园里观察花草 , 然后让大家把活

动过程写下来。

让大家知道了怎么写 , 然后还要

想法让他们多读多写。白老师要求学

生们尽量每天写日记。她说 :“你们可

以把日记写在作文本上 ,也可以在电

脑上开通博客 , 写博客日记。我保证

每天都阅读你们写的日记哦！”

在白老师煞费苦心的引导下, 很多

学生开始写起了博客日记。但是 , 有

个别成绩不太好的学生还是会为写日

记发愁。一天 , 有个学生没写日记 ,

老师问她,她说没啥写的。白老师就说:

“那昨天咱们发语文考试卷子,你这次

考的不理想 , 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个学生的大实话一下把白老师

说笑了。她说 :“我当时恨不得变出一

副猪脸 , 把全班的同学都吓跑 , 就我

一个人领卷子。”白老师笑着开导说 :“对

啊,你这想法多形象啊,就把它写下来,

不就是很真实很有趣的日记吗？”

有的学生写的日记 , 几百字差不多

都是对话。白老师看后 , 就一边夸奖

写得好, 一边指导 :“我们读的时候 ,

只看到有人说话 , 就是看不到是谁说

的 , 说话时又是怎样的表情 , 多难受

啊！你看能不能加上一些合适的人物

动作 :‘我们来了’! 他刚说完 , 就看

见她笑着向他跑来；‘哈哈哈……’他

们幸灾乐祸地大笑。你看这样修改后

是不是比原来好看多了?”

这个学生慢慢开了窍。

激励写作　
让小学生办报卖报

2012 年 10月的一天晚上 , 白老师

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 , 登录了“校信通”

的博客圈 , 开始浏览四 (2) 班学生每天

写的博客日记。她先点开了男生张墨

白的帖子。张墨白写的作文非常有灵

气；前一天他已经上传了《土星历险记》

的第一部分, 白老师急于看他下边如

何写。

张墨白在第二节写道：

小猫、小狗、小兔和机器人他们

生活在大森林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梦想——去土星探险。

终于, 机会来了。森林探险社招聘

土星探险团。小猫他们高兴极了, 第

一个报了名。最后经过筛选 , 探险社

选择了他们。飞船发射时间定于：森

林历7月4日。

小猫他们坐在飞船里向外望着无

边无际的宇宙 , 觉得非常美丽 , 兴奋

极了, 高兴得手舞足蹈。转眼间 ,他们

就到了土星 , 就要开始新的探险生活

了。

……

白老师看完这一部分文字 , 内心

不由深感震惊 , 这还是一个小学生写

的作文吗？这简直就是科幻小说嘛！

让学生们写博客日记 , 短短的一年时

间 , 他们的作文水平都达到了如此令

她吃惊的地步。有一部分孩子写的日

记分明就是儿童文学作品啊！那么接

下来 , 该怎样因势利导 , 让孩子们再

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呢？白老

师萌生了办报纸 , 发表孩子们作品这

一念头。

想到就做。白老师把自己的想法

给一个朋友说了, 朋友当即表示：“我

来给你们印刷报纸 , 一分钱不用你们

掏。”

白老师开始行动 , 她让学生们自

己写自己编排自己插图。2013 年春 ,

经过一番辛苦努力 , 他们班的文学报

纸《阳光少年》第一期终于印出来了。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孩子深感自豪；

而其他同学则是羡慕不已 , 并纷纷表

示 , 一定要努力多读书写出好文章 ,争

取也能在报纸上刊发。白老师这时又

出了新招：让班上的学生当报童 , 去

卖报纸！校园可以 , 商场可以 , 街头

可以 , 家属院也可以。她这样做是为

了让学生增加社会体验 , 尤其是给那

些内向少语的学生提供挑战自我的机

会。

孩子们10人一组 , 兴高采烈赶到

大型商场或者超市门口卖报纸。1元

1份。有的大声吆喝着卖 , 有的学生

逢人就问要不要报纸。很多学生家长

对这次卖报活动称赞有加 , 纷纷打电

话发短信向白老师表示感谢 , 称赞说 ,

这种培养孩子能力的方式 , 是平时花

钱都难以买到的生活体验。

白慧珠 1966 年出生于河南省巩

义市。1985 年从开封师专毕业后进入

郑州市纬五路第一小学任教。原来她

是教音乐的。2007 年她开始教语文做

班主任。教过几年语文和作文教学后,

白老师对学生学写作文有了自己的见

解和方法。在她看来 , 三四年级是作

文的起步期 , 如果仅仅依照教材来做

要求 , 一个学期只有七八篇的写作量 ,

尤其是至少10 年没有改动的教材内

容——缺乏个性而模式化 , 远远不能

展现现代孩子们的多彩生活 , 不能让

孩子们对生活随心所欲地表达真情实

感。她开始不断地寻找更加科学高效

的作文教学法。

回报丰硕　
集体出版“小说巨著”

报纸办起来后 , 极大地激发了学

生们的写作热情。再加上白老师有意

引导 , 不断向大家推荐适合孩子们阅

读的儿童文学作品 , 不知不觉中, 更

多孩子写的文章具有了小说的雏形。

在白老师看来 , 鼓励孩子们写小

说 , 不是要培养孩子们将来当专业作

家 , 而是写作可以促进阅读 , 阅读则

丰富知识。

孩子们写的小说五花八门。有的

写校园小说 , 有的写幻想小说 , 有的

写动物小说 , 有的写历史小说；有的

小说写得长 , 竟有数千字 , 甚至上万

字，有的写得短，只有几百字。

然而 , 四年级的孩子毕竟才只有

10 岁左右 , 白老师虽千方百计鼓励

大家坚持写小说 , 每天只要写上几百

字 , 时间一长 , 就能写出一篇完整的

小说来，但有的孩子写到半路还是

停了, 有的干脆不写了。这时候 , 白

老师想到了出书。2013 年 5 月 , 在

四年级学业即将结束时 , 白老师让

一个印刷厂的朋友帮忙 , 挑选了8 个

学生的小说 , 共 17万字 , 印刷了一本

小说集 , 名字就叫《我们班的“作家

群”》。

虽然这本书只是个人印刷出来的 ,

但封面设计精美 , 内文插图是小作者

们的生活照 , 在全班的孩子们当中还

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学生表示 ,

后悔当初没有坚持写小说 , 如果五年

级结束时白老师还出小说集 , 他们一

定坚持写 , 把自己的小说和照片也印

到书上去……

2014 年“五一”劳动节，白老师

兑现诺言, 为五 (2) 班的 22 个孩子们

再次印刷了一本小说集。这次印书时,

为了更好地起到榜样作用 ,也为了给

孩子们提高自信心 , 白老师特意邀请

两个孩子们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 , 给

予点评，并写了序言。其中一个作家

还建议说 :“孩子们写的小说如此活灵

活现 , 完全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在随

后的语文课上 , 白老师向学生们透露 ,

等他们六年级毕业前 , 她有可能把大

家写的更好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出版时,

学生们的激情顿时被点燃 , 纷纷下决

心要把小说写好。

2015 年 3月 , 白老师开始征集作
品。让她惊喜的是 , 几乎半数以上的
学生都交来了自己的作品。经过一番
严格挑选 , 有 36 个孩子的小说入围 ,
共计 40 余万字。白老师找到出版社
的责编审阅 , 对方看后惊叹说 :“这么
好的文章 , 我们怎么会不出呢 ?”

今年“六一”前夕, 由 41 名小学
生写的小说集——《我们班的“作家
群”》终于出版上市。这是一套系列小
说 ,每套三本 ( 原来四年级和五年级写
的小说同时出版 )，共计 70 余万字,由

正规出版社传统出版 , 新华书店发行,

首印 4500 套。该书出版后,有媒体评

论其为“最有灵气的小说合集”。

面对采访 , 白老师说 :“其实 ,引

导孩子们写小说只是一种教学方法。

因为写作可以让孩子们学会观察 ,可

以让他们学会感恩、珍惜亲情友情 ,

可以促进他们阅读 ,可以给孩子们带

来自信 ,可以让他们学会思考、学会自

我成长。”

（本文不得转载、上网、摘编。）

班主任妙招激发全班创作梦，出版后被赞“最有灵气”——

41名小学生合写 70 万字小说

“41 名学生，70 万字！”诞生的是一部被媒体称为“最有灵气”
的小说集——《我们班的“作家群”》. 这部小说集由郑州市纬五路
第一小学六 (2) 班 41 名学生集体创作，2015 年 6 月由正规出版社
传统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 首印 4500 册，在全国可能都创下了先例。
而在 4 年前，语文老师白惠珠面对的还是一群一上作文课就愁眉苦
脸的孩子，她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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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惠珠老师和部分小说作者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