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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生活万花筒

学 案

学习目标

1.指导学生把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按一定顺序写清楚，进一步学习

“记事”类记叙文的写法。

2.叙事清楚完整，内容具体，感情真挚，能写清事情的起因、经过

和结果。并能给习作拟一个恰当的题目。

3.能围绕中心选材，并参考同学的建议修改习作，培养学生的书面

表达能力和评价修改能力。

学习重难点

【重点】能够根据习作例文中的叙事方法进行习作。

【难点】叙事清楚完整，内容具体，感情真挚，能写清事情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回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

二、根据课本要求，尝试着动手写一写。

预学自测 根据课本要求，尝试着动手写一写。

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谈话导入】

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每天上演着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它们

令我们或喜、或怒、或哀、或乐。这些事情中有些是我们亲身经历

的，有些是我们看到的，有些是我们听到的，其中有些事情总是留

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总也忘不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

享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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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

【习作指导】

一、学会审题，交流故事

1.老师指着黑板上的题目说：写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要写出事

情的难忘之处。（板书：写出难忘之处）我们先思考下面的问题：

（1）什么样的事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2）通过回忆，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3）为什么它让你念念不忘？用一两句话说一说吧。

2.学生在小组内交流，然后在全班交流。

3.生活中发生过那么多事，你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事就一件吗？请

在本子上写下自己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4.下面请大家从写下来的印象深刻的几件事中选择印象最深的一

件事，仔细回忆事情的经过，试着说一说。老师给大家提点要求：

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5.学生自由练说。

二、说说经过，补充材料

1.小组交流，怎样才能写好一件事？

2.学生在全班交流，老师适时引导，课件出示：

写好一件事要注意以下几点。

时间：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地点：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

人物：哪些人干了这件事，谁是这件事的主要人物？

故事的起因：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故事的经过：这件事的全过程是怎么样的？

故事的结果：这件事最后怎样？

3.学生在小组内交流分享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4.全班交流。

（1）老师：同学们聊得真热烈，谁愿意把印象最深的事与全班同

学分享？

（2）学生在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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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名四个学生和大家分享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并进行评

价。

评价时要注意以下几点：①事情叙述得是否完整、清楚。②能否

借鉴习作例文《小木船》《我家的杏熟了》的表达方法。③是否能从

心理、动作、神态、语言等方面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给人身临其

境的感觉。

四、拟定题目，点亮中心

1.学生自由读课本第 72 页的习作题目。

2.老师：有了好的材料，还得配上一个恰当的题目。俗话说：题

好一半文，标题可是文章的“眼睛”，来不得半点马虎，想一想，什

么样的题目会吸引你？为什么？

3.学生进行交流。

4.老师：其实，只要是新颖独特的标题就会吸引读者的眼球。好

的标题能让人过目难忘，让人欲罢不能地读下去。它充满着智慧和

创意，会为文章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开动脑筋，为

自己的习作画上一双“明亮的眼睛”吧！

5.学生思考后交流自己的题目，师生简单评议。

五、谋篇布局，构思习作

1.“文似看山不喜平”，我们要把这次习作写成功，大家说说应注

意些什么？

2.学生讨论、交流。

3.课件出示：

按一定的顺序写。

写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其中

经过应写具体。

注意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心理活动来写。

推敲文章开头，巧设文章结尾。

4.老师进行引导。

（1）记事的文章，作者安排材料通常有两种方法：顺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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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安排材料。先发生的事先写，后发生的事

后写，写出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倒叙——就是先写出事情的

结果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段，然后再回过头来写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中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出现了怎样的结果。

（2）按照一定的顺序，写清事情的经过。事情的发展变化是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包括起因、经过、结果三个阶段。我们写记事

作文时，一般都要按这个顺序来写，因为这样写符合事物本身的进

程。这样写不仅便于将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也便于读者

弄清事情的经过，把握和理解文章的内容。

5.指导学生列提纲，简要地写出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六、完成草稿，指导修改

1.学生独立完成习作草稿。

2.引导学生自我修改。

3.小组交流，合作评价修改。

老师点拨：在比较中体会自己和别人习作的优点和不足，取长补

短。

4.老师选择典型的习作，集体点评、修改。

5.学生修改自己的习作，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习作。

6.课堂交流，指名按“原来怎么写的——现在怎么改的——为什

么要这样改”的顺序说出自己修改的过程和理由。

【总结】

还有很多同学已经写完了习作，因时间关系，我们就不逐一评

论了。希望同学们再次认真修改自己的习作，拿出最精彩的习作与

大家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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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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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