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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出发踏上崭新的写作之路

名师授课 小记者乐享知识盛宴

近日，小记者们乐享
了一场《读书与写作》的知
识盛宴。中学高级教师、
省科研先进个人、金华市
经典诵读专业技术人才李
艳萍老师通过互动沟通提
高 小 记 者 们 对 阅 读 的 理
解，寓教于乐，带领小记者
共同挖掘写作的宝藏。

从《千字文》讲到《红
楼梦》，从“烧杯装石头”的
现场实验到“急”“缓”性格
的生动刻画，生动形象又
有力地将阅读的作用深深
地印在小记者的心里。

课 上 积 极 地 参 与 互
动，课 后 认 真 思 考，点 亮
阅 读 的 明 灯 。 这 堂 特 殊
的 写 作 课 让 小 记 者 们 受
益匪浅。

❋学习写作文❋
8 日，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

我要去永康日报社和其他小记者们一起学习如何写作。

给我们上课的是高级教师李艳萍。李老师首先在大屏

幕上给我们出了一道“选择题”。第一个选项是“今天的天

气真好”，第二个选项是“今天的天气真糟”。有的同学选第

一项，有的同学选第二项。老师询问同学们选择的原因，选

第一项的同学说，“因为今天下雨，空气清新、凉爽”。选第

二项的同学说，“因为今天没带伞，所以被淋了个落汤鸡”。

然后，李老师总结说，有的同学认为天气好，有的同学认为

天气坏，虽都有道理，但只要能往好的方面想，生活就会变

得很美好。

“写作文也是一样，同样一件事，只要有好的心态就可

以描述得很精彩。”接着，李老师又讲了一些《三字经》《弟子

规》《千字文》《大学》等有关国学方面的知识，李老师猜测我

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她会讲这些看似和写作无关的事

情。李老师解释说，写作就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好地基，

才能盖出高楼，而她说的地基就是刚才她前面讲的知识。

想要写好作文，就要有好的心态和知识储备。

李老师还给我们看了一个关于《千字文》的小视频。这

个视频讲的是以前有个皇帝，非常注重幼儿启蒙。于是，他

就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挑选出 1000 个不同的汉字，让

他的大臣编成一本幼儿启蒙教材。这本教材就是《千字

文》。这个小视频让我们对国学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最

后，李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有趣好笑的古文，比如性急、

性缓的，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体会到古文的魅力，今后我们一

定要多学古文。

不知不觉讲课就结束了，这次讲座收获真大，学习了该

如何写好作文，我想今后写作定会更上一层楼。

本报小记者 傅华登

❋阅读需要细细品味❋
如果说阅读是一种药水，那么写作则是里面不可缺少

的材料。阅读就像一杯茶，只有慢慢地品尝才能尝出里面

的味道，阅读就是你要细细地品读才能知道它的含义。

8日，我们小记者有幸聆听李艳萍老师带来的《读书与

写作》一课。

刚开始，李老师就用响亮的声音对我们说：“同学们

好！”感受到李老师的热情，原本不好的心情就像看到了阳

光一样，变得明媚起来。我们也用响亮的声音对李老师

说：“李老师好！”

在课堂上，我们都听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李老师

给我们看了一张关于读书的图片。这张图片告诉我们，小

时候无忧无虑，感到世界是那么的美好，等读了一些书，才

知道事情是那么的复杂，感觉生活处处都存在困难。等我

们读够了书，我们又看见了美丽温暖的太阳。

紧接着，李老师又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潜力，能够发掘。“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读书的名言。只有读了许多书，写

作的题材就不用愁了。如果你写作文时，需要什么好句好

词，那些好句好词很快就出现在脑海里，那么恭喜你，你已

经很厉害了。

书，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人一生中最好的伴侣。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在时代的发展中，书籍是人类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必备资源。人的一生中，因为有书才丰富了我们

的人生，优化了我们的个性发展。如今的我虽然功课增

多，但依然乐此不疲地看书。读书对我来说并不单单是提

高我的写作水平，更让我增长见识。在读书中，我感受到

了快乐，学会了感恩，书籍充实了我的生活。

本报小记者 林瑞雪

❋一次受益匪浅的讲座❋
永报小记者活动课再次如期而至。8日，组织者邀请了

李艳萍老师为大家开展一次《读书与写作》的讲座。

如果语文是一座殿堂，那么写作永远都是它的半壁江

山，而阅读又是写作的基石。李老师从读书讲到写作，生动

有趣、意味深长。而最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李老师讲的一个

实验：一位老师拿出一个装满大石子的烧杯，问他的学生：

“杯子里面满了没？”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满了！”老师不慌

不忙地往烧杯里加了若干小石子，又问学生：“杯子里面满

了没？”学生还是异口同声地说：“满了！”老师又往烧杯里倒

了一些沙子，然后问学生：“杯子里面满了没？”学生大声回

答：“满了！”老师慢悠悠地往烧杯里倒了许多水，再一次问

学生：“杯子里面满了没？”学生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人的潜力是需

要不断挖掘的。如果你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请你不要

停止前进的步伐，只要你继续努力，你将走得更远；如果你

正遭受挫折，请你不要轻言放弃，只要你愿意拼搏，成功一

定会属于你！

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真是一次受益匪浅的讲座啊！

本报小记者 胡雨颢

❋学无止境❋
8日，小记者们在永康日报社八楼听了一场讲座。

这场讲座可以说是与众不同。首先是点名、喊到，喊

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同学们喊得直到有气无力，讲座的李

艳萍老师，让我们重新喊一次到。她说:“你们喊的‘到’，

代表着你们的自信，代表着你们的风貌。小记者就应该自

豪，昂首挺胸，将自己最神气的一面展现出来。”

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教授拿出一个烧杯，里面装满了大石头。教授

问学生们:“这个烧杯里面装满了吗？”同学们都回答说:

“装满了。”教授又将一杯小石头倒入烧杯中，教授问同学

们:“装满了吗？”有的同学回答装满了，有的同学回答没装

满。接着，又将一杯小细沙，倒入烧杯中，问:“装满了吗？”

大部分同学说装满了。直到教授将一杯水倒入烧杯中，问

同学们:“装满了吗？”这次同学们没有回答，因为他们不敢

轻率地做出决定。

这个故事，让我感悟到一句话。知识就如海洋，我获

得的只是其中一滴水而已，学无止境。梦想需要自己去拼

搏，不是空等而来的，所有人都要为梦想付出努力。后来，

李老师说了，那块大石头就是国学经典。

我疑惑了，老师讲的题目是读书与写作，但讲的大篇

幅是读书。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了，只有读好书才

能写出一篇好作文。

踏进了那扇门，和走出了那扇门，其中只差了一个多

小时，可感受却是天差地别。在李老师的课堂中，我们感

悟到了更多，收获到了更多，非常感谢李老师。

本报小记者 吴佳银

❋与阅读打招呼❋
8日上午，小记者们来到永康日报社8楼。参加读书与

写作的活动，为小记者们讲课的是李老师。

李老师非常亲切、大方，小记者们也都听得非常认真。

在课堂中，李老师讲了人的最佳记忆在 13 岁之前，过了这

个年龄，记忆力就没有以前好了。此外，李老师还分享了钱

学森的故事。

钱学森在回国途中，被美国扣留了整整 10 年。10 年

里，他几乎没有自由，直到10年后才回国。钱学森回国后，

把原子弹的图纸全部画了下来，而且一丁点也没错。在钱

学森七八岁时，不仅凭天赋，还凭超强的记忆力，就把千字

文背了下来。他还背了许多文章，就这样他大脑记忆力的

潜能打开了。

所以，多读、多背对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

李老师还分享了几段文言文。这几段文言文的题目分

别是《性刚》《性急》《性缓》，内容都写得十分吸引人，非常有

趣。写文言文的技巧在于让人过目不忘、会用动词和出神

入化等。

本报小记者 阮文依□记者 何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