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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像一只孔雀，灵感进发时的灵光一现，肯定美丽且灿烂着自己的文字，于是他
写出凝练的诗、优雅的文，犀利的随笔、生动的童话，这一切，就像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说的那样：
“我写——也就是说，我爱。
”同时他为自己规定了座右铭：“作者的座右铭是：思考一切。
但写作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理解。
”    这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让所有的人都能理解”。
譬如进入教材的一批作品，语文教育专家先行筛选过，然后肯定由语法专家再进行修订，安排进入课
本后，还要遵循教学程序逐一分解，在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上下功夫。
“精神食粮”，照作者看来，语文课本中的入选篇什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精神食粮，营养是按比例搭
配的，口味是按年龄确定的。
定时、定量，不吃还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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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林，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我国培养的首届儿童文学博士。
2002年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参加入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编写。
编著有《儿童文学概论》和《幼儿文学》教材，翻译了《你见过仙女吗》《七只瞎老鼠》等儿童文学
作品。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国内儿童阅读运动的开展，推动班级读书会的开展，创办了“萤火虫教师读书
会”指导教师的儿童文学阅读，合著有《中国儿童阅读6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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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作家来到小学语文课堂一年级　让春夏秋冬聚会一次——《四季》创作浅谈  　《影子》和我的关
系——谈我怎样写《影子》  　百改不厌为求精——谈《比尾巴》《雪地里的小画家》创作浅淡　如
果你也是雨点儿——《雨点儿》的创作体会　留给孩子更多的想象空间一《自己去吧》创作随想　《
雪孩子》创作的前后　《看电视》中的“爱”与“趣”　松鼠尚知  况人类乎——《松鼠和松果》创
作谈　我喜爱荷叶——《荷叶圆圆》创作漫谈　夏夜美  心灵更美——《夏夜多美》的创作体会　放
飞情感——《四个太阳》创作谈二年级　绿叶和花香的情意——《一株紫丁香》的创作体会　我看《
小柳树和小枣树》　称赞是一种美德——《称赞》写作谈　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从现在开始》创
作漫谈　春天永远属于孩子——《找春天》创作体会　竹子和笋芽儿——《笋荆儿》创作谈三年级　
那些好听的声音——《我们的民族小学》创作谈　我写《爬天都峰》——《爬天都峰》创作谈　谈谈
陶罐和铁罐——《陶罐和铁罐》创作谈　让生命的掌声响起来——《掌声》的创作体会　关于《珍珠
泉》　发现、热爱、呵护美——谈《翠乌》的创作思路　受挫以后——《绝招》创作体会　它讲述了
一个事实——谈《太阳是大家的》四年级　小木偶的心灵成长故事——《小木偶的故事》创作随想　
写作《搭石》的前前后后　孩子与战争——谈《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的创作五年级　我对季羡林爷
爷的采访——《小苗和大树的对话》采访侧记　梅花魂  美丽的赤子之魂——《梅花魂》创作体会　
关于《慈母情深》　生病也是生活——《学会看病》的创作体会　从《最后一分钟》谈新诗的几个特
点　让诗歌点亮读者的眼睛——谈《斗笠》的创作与欣赏　从感觉中来——有关《你一定会听见》及
其他　我为什么写作——关于《木笛》和我的创作　关于《我想》的创作过程　淡淡彩墨画童年——
忆《童年的水墨画》写作过程　天地问的美妙奇观——关于《与象共舞》六年级　对大自然的感恩—
—由《山中访友》说开去，　崇高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最后一头战象》的创作体会　飞翔的种子
——现在的“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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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年级　　让春夏秋冬聚会一次——《四季》创作浅谈　　我们对春夏秋冬太熟悉了。
　　我们又对春夏秋冬太陌生了。
　　那陌生缘于太熟悉带来的忽略：我们是否想过，春夏秋冬四季，不仅与我们人类的物质生活息息
相关，更与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它们不仅以其寒暑易往、回黄转绿直接帮助大地哺育所有的生物，更以其春天的嫩绿萌动、夏天的郁
郁葱葱、秋天的硕硕金黄、冬天的晶莹洁白影响着我们的情感世界。
我们一年之中的惊喜、振奋、轻松、沉重，我们获得的经验、教益、哲思、启迪，无不与春夏秋冬里
的绿叶、鲜花、枫叶、白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就是说，春夏秋冬，不仅有着巨大的认知价值，更有着无限的审美价值，有必要让孩子从小对四季
有着朋友般的、鲜明的感性认识。
　　春、夏、秋、冬在生活中是不会同时出现的，但我们可以在艺术中让它们走到一起，为小读者所
写的《四季》，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尝试：使春、夏、秋、冬这四个分属于不同时段的季节，来一次
聚会，拍一张“合影”。
这就要求把每个季节都拟人化，并且要“拟”得既合事理（准确），又合情理（被孩子所接受、喜欢
）。
嫩绿的、尖尖的、破土而出的小草芽，是春天的化身，它对小鸟说：我是春天！
池塘、湖面阔大碧绿的荷叶，是夏天的化身，它对青蛙说：我是夏天！
小鸟和青蛙，不仅是两种春、夏标志性的小动物，还是孩子喜欢、亲昵的小动物，让小草芽和荷叶对
它们说自己是春天和夏天，既强化了春、夏的特征，又在小草芽、荷叶那种带有得意、炫耀的口吻中
，表现出小孩子式的率真和稚气。
谷穗刚抽出来的时候是朝天竖着的，成熟了才变得弯弯的，因此，用“谷穗弯弯”来象征秋天；“弯
弯”的形象，又很像鞠躬的姿态；谷穗是在向养育了它的大地鞠躬；它鞠躬，是在向大地致谢、感恩
——也应该让孩子从小懂得感恩。
冬天，特别是北方冰封雪飘的冬天，是瑟瑟的、严峻的；而勇敢、顽强的生命在这样的季节里依然生
机勃勃、充满活力；顽皮、自豪，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具体表现，雪人儿大肚子一挺，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应该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走向积极、向上、乐观、进取，并且总是带着几分幽默。
我在诗中运用春夏秋冬的一些具体物象，拟人化地表达了这样一些神态和情感：　　春天——小草芽
——尖尖（很小，却很有冲劲儿）：　　夏天——荷叶——圆圆（阔大、肥厚），它们的神态是得意
的、有几分炫耀的：　　秋天——谷穗——弯弯，它谦逊、恭敬，还有几分羞涩：　　冬天——雪人
儿——大肚子一腆，它顽皮、自豪，还有几分大大咧咧（根本不把寒冷当回事）。
　　作家简介　　薛卫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现在吉林
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出版了多部儿童诗集，如《含笑的花蕾》《快乐的小动物》《森林城的霓虹灯》《白玫瑰?三角帆》《
为一片绿叶而歌》，作品曾获中国作协第二届、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首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
奖、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上海《少年文艺》《小朋友》由读者投票评选的好作品奖等。
　　教学点拨　　作家在此文中把创作意图介绍得很清楚，要“让孩子从小对四季有着朋友般的、鲜
明的感性认识”。
作者选取了春夏秋冬中孩子最熟知的事物，又用孩子最感兴趣的拟人化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显得亲切
自然，趣味盎然。
我以为，老师在教学本课时，有以下四个方面要注意把握：一、这是一篇情感性较强的儿童诗，老师
可以带领孩子通过朗读体会到作者所说的那些情感和神态。
为了帮助学生从已知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情感，老师可以用交谈（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音乐、图画等方式来激发学生情感，但一定要使用得当，不要偏离文本做过度的拓展。
二对课文中一些不易理解的词语，如鞠躬、顽皮等，老师不宜直接解释，可以通过观察图画、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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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帮助理解。
三、不宜对四季做过多知识性的、自然课式的讲述，或者让学生来说四季各有哪些物候变化或自然景
象，而应该让学生重点体会春夏秋冬的快乐，即如作者所言，要左四季的“审美价值”上下功夫。
四、结合课文让学生模仿诗句说一说，是很好的教学手段，但老师要注意“扶”与“放”，先展示句
式让学生填空说，再让学生自由自创句式来说，老师对编得不完美的句子要宽容，对编得特别有创意
的句子要表扬——毕竟，这是孩子刚入学的一年级。
　　延伸阅读　　蘑菇出来戴草帽　　天上下雨，　　地上冒泡儿，　　蘑菇出来，　　顶个草帽儿
。
　　小兔儿看见，　　乐得直跳，　　挎个小筐儿，　　边采边笑！
　　头发和胡子　　小孩的嘴巴光光，　　小孩的胡子哪儿去了？
　　小孩把胡子，　　都长到了脑瓜上。
　　爷爷的脑袋光光，　　爷爷的头发哪儿去了？
　　爷爷把头发，　　都长到了嘴巴上。
　　《影子》和我的关系　　——谈我怎样写《影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子，我认为影子就是
“隐形人”，但要在阳光下、灯光下才会出现。
　　《影子》是一首童诗，也可当成儿歌看待。
它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很浅白，又有押韵，但它的押韵，不是我刻意安排的，应该说是语言的自然
流露。
　　这首诗，收录在我的第二本童诗集《妹妹的红雨鞋》里，是1976年12月由名作家林海音主持的纯
文学出版社在台北出版的。
我1972年下半年开始为儿童写诗，为了参加第一届洪建全儿童文学创作奖征稿，我写了20首童诗，《
影子》就是其中的一首。
我获得佳作奖，谢武彰和黄基博合得优等奖。
　　回想这首诗的写作，已经是33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写现代诗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基础，基本上我已养成随时想诗、写诗的习惯。
当时，我的大女儿、大儿子已上幼稚园，我会送他们上学，接他们回家，有时是早晨。
有时是中午，有时是黄昏。
中午或黄昏有强烈的阳光照射，影子比较明显。
带着孩子走路时，我喜欢牵着他们的手，一方面避免跌倒或被往来的车子撞伤，一方面也能感受亲情
的温馨。
我会在走路的时候，跟他们讲话，尤其正午大太阳底下走在发烫的柏油路上，为了鼓励他们加快脚步
，消除他们疲累厌烦的心理，我便利用机会为他们寻找一些轻松的话题。
记得这首《影子》，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和他们边走边说，随口念唱，唱唱玩玩下完成的，纯粹是
为了好玩，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机，也无特别的用意。
不过，事隔30多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用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接着又有广西、山东等省份及香港地
区的出版机构将其选编为教材，我自己再仔细审视它，的确发现了它的一些“特别意义”。
　　我前面提到，这首诗内容、形式都很简单，文字也很浅白，又有押韵，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要件，
正适合低幼儿童学习语文时作为教材使用。
尤其是诗中有“前”后“左”“右”等方位词，有“朋友”“小黑狗”的形象语言，对小朋友来说，
也正是他们这个年龄所应该学习和认识的。
　　我说《影子》也可以当儿歌看待，不仅因为它朗朗上口，还由于它是可以拿来做游戏的。
让孩子认识影子的存在，孩子们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影子玩，也可以和别人的影子玩，而且玩的方式很
多，“踩影子”就是其中一种。
会玩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玩法，教师们可以动脑筋设计相关的教案，以“游戏”为前提，把学生带进快
乐学习的情境中，感受“朋友”的情意之美。
　　《影子》和我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引以为荣的一部分，特别
是它能让我回忆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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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有千万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会读到它，我就会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会激励我更努力地为孩
子们写诗。
　　作家简介　　林焕彰，台湾宜兰人，1939年生，著名儿童诗作家，现任台湾联合报系泰国、印尼
《世界日报》副刊主编。
已经出版了现代诗、散文、儿童读物及相关论述和史料著作60多种，部分作品被译成近10种外文发表
，已出版中、英、泰文版短诗集《孤独的时刻》，韩文版《流浪的狗》《叽叽喳喳的早晨》，英文版
《叽叽喳喳的早晨》等，并有多篇童诗、散文被选人新加坡及两岸三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最近出版
了《一个诗人的秘密》《诗60》。
曾获中山文艺奖、洪建全儿童文学奖、中华儿童丛书金书奖等。
曾任儿童文学学会理事长、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世界华文儿童文学资料馆馆长。
曾创办《布谷鸟儿童诗学季刊》《儿童文学家》杂志，并担任总编辑。
　　“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文章只有短短的几句，
却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和跳跃的节奏。
这，或许也是林焕彰儿童诗歌的特点。
林焕彰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早年写现代诗，在台湾文坛颇负文名，后来又涉足儿童文
学领域，同样取得巨大成就。
　　《影子》只有八行，读后却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容易把它背下来（这也很符合低年级学生记忆
的特点），其原因在于诗的排列在整饬中有变化，诗的内容非常符合孩子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
这首儿童诗具有儿歌直白畅达的特点。
而林焕彰先生有的诗则需要更仔细的揣摩，例如《小猫晒太阳》，“小猫在阳台上／晒太阳／它喜欢
把自己卷成一个／小小的毛线球／收集冬天的阳光”。
　　想象一下，当孩子第一次看到自己影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如同他小时候在镜中看到自己一样，既高兴又惊疑。
他或许想去用手捕它、用脚踩它，最后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
最后，就慢慢地接纳了它，把它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形影不离”有了它真实的本意。
诗人在生活中捕捉到了这一场景，用浅白的语言唱出，又在简单之外有了更多文学的趣味，给孩子们
带来很大的快乐，或如作者曾说过的，“文学的作用，只要读者肯用心阅读，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一
些审美感受的话，对一个人的身心成长，必定都会有所帮助的”。
　　我曾经看过一节《影子》的观摩课。
教师先用表演的方式引入，把教室的灯全部关上，又用一个功率很大的灯“制造”出影子，不断让学
生到前台来表演，体会影子什么时候在“前、后、左、右”，待学生跑得满头大汗后，又问学生为什
么会有影子。
结果，一节课结束后，孩子们还没来得及读课文。
我想，这节课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师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混淆了，学生不一定非得在课堂上用这样低
效率而又费劲的方式来体会影子，老师可以安排学生在生活中自己观察；也没有必要让学生回答“影
子的产生”这样超出孩子知识范围之外的问题，对于语文课而言，让学生在读中感受音韵和节奏，甚
至让学生仿说，或许是更“语文化”的教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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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林先生是儿童文学博士，又参加编写小学语文教材，近年来跨界邀请一些作家谈谈课交创作时
的体会，供语文教师阅读。
现在结集出版，于语文教学乃至素质教育功莫犬焉。
我想，对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帮助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高洪波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象，当作家、特别是那些文章被选八
教材的作家，如果他们来到语文课堂，教学生他自己写的这篇文章，他会怎么教?他会手足无措，还是
会滔滔不绝？
　　我也曾听过一些作家给学生上过课，都非常有趣和精彩。
并不见得他们就教得有多好，而是他们的思路值得老师们借鉴。
　　我希望能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工作，拉近作家和小学语文教师的距离。
　　——儿童阅读推广人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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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家自述课文创作经历，教材编者指点教学迷津，延伸阅读拓展学生视野。
　　进入教材的作家在创作这篇（部、首）作品时的现场感显得格外有趣，他的所悉所想以及写作时
的背景，肯定能让讲授这堂课的老师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一定能让学习这篇文章韵孩子加深印象，从
而强化着自己的语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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