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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文为什么这么难写?”同学们叹着气问。

 “学生的作文应该怎么指导?”老师心里暗暗着急。

 “孩子在作文时，老是不停地问这问那，问得我头脑发胀。
”家长更是一脸无奈。

 “哈哈哈哈，这些问题交给我吧!”
 “谁?谁能把这些问题都揽下来?”
 “是我!——《翰林小学士随堂作文》。
”
 只要有一套《翰林小学士
随堂作文》，可以帮助同学、老师、家长解决作文学习与指导的烦恼。

 每册《翰林小学士随堂作文》，按单元编排，每个单元设有八个富有特色的金牌栏目。

目标要明确摘录语文教材中的习作要求，让同学们一读就知道本次习作要写什么，以及所要达到的目
标。

 方法告诉你
为同学们破解习作的重点和难点，介绍习作的具体方法，使同学们能开拓思路，尽快掌握习作的诀窍
。

素材帮你找紧扣习作的要求，引导同学们通过观察、回忆生活，积累素材。
同时还提供若干段有价值的范例，供同学们选材时参考。

精彩大放送精选与习作要求有关的好词、好句、好段，以及好的开头与结尾，为同学们提供形象生动
的语言材料，让同学们的习作变得更为轻松自如。

 阅读大闯关精选一篇文质兼美的美文，设计相关的阅读练习，为同学们完成习作做好铺垫。

佳作来借鉴不仅为同学们展示若干篇选材新颖，构思精巧，语言充满儿童情趣的同龄人佳作，便于同
学们学习、品评、摹仿、创新。
还为同学们设计了语境扩词、仿写句子、给佳作写评析等练习，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练笔机会
。

病文巧修改　为同学们提供一篇病文，病文下面有病因诊断和修改后的文章，通过比较阅读，让同学
们进一步明确不该怎么写，应该怎么写。

名师来引导选取一个习作思路做示例，分段给出提示，让同学们分段练习，最后整理成篇，其目的是
化整为零，降低习作的难度，从而体会到习作的快乐。

 愿《翰林小学士随堂作文》这套丛书能帮助同学们在美妙的作文世界里展翅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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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习作一 自选作文
　【目标要明确】
　【方法告诉你】
　【素材帮你找】
　【精彩大放送】
　【阅读大闯关】
　又是荠菜花开时
　【佳作来借鉴】
　树的自述
　忙碌的炊事班
　宽带网上的暑假生活
　【病文巧修改】
　漓江游记
　【名师来引导】
习作二　祖国在我心中
　【目标要明确】
　【方法告诉你】
　【素材帮你找】
　【精彩大放送】
　【阅读大闯关】
　汉字与中国心
　【佳作来借鉴】
　祖国在我心中
　《小故事讲大奥运》读后感
　读《红岩》有感
　【癍文巧修改】
　我自豪，我是中国人
　【名师来引导】
习作三 写一写体现人们关爱的事
　【目标要明确】
　【方法告诉你】
　【素材帮你找】
　【精彩大放送】
　【阅读大闯关】
　秋天的怀念
　【佳作来借鉴】
　最美的声音
　师爱的港湾
　同学之间
　【病文巧修改】
　感动
　【名师来引导】
习作四 自选作文
　【目标要明确】
　【方法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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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帮你找】
　【精彩大放送】
　【阅读大闯关】
　种树老人
　【佳作来借鉴】
　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倡议书
　建议书
　⋯⋯
习作五　自选作文
习作六　写一首小诗
习作七　看图作文
习作八　自选作文
“阅读大闯关”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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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是对生活中每一个瞬间的捕捉。
一个热爱生活的孩子肯定有一双善于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眼睛。
少年儿童属于诗的年龄、花的季节，让我们伸开双臂，放开歌喉，投进诗的怀抱。
　　要想写好诗歌，其实也并不难，只要掌握以下方法。
　　1.大胆想象，使用恰当的修辞手法。
在儿童的世界里，花儿会笑，鸟儿会唱，草儿会舞，鱼儿会戏⋯⋯　　想象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
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
比如我们可以经过以下几个过程由“云”联想到“鱼”：云——乌云——下雨——雨水——河流——
鱼儿。
我们可以把“知识”想象成鸟儿，把“黑板”想象成山川河流，老师传播知识，就是鸟儿在拍打翅膀
。
　　为了让诗增色，我们还可以使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
　　如《风》，同学们说：“风是妈妈的手，它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
”“风是爱看书的小娃娃，它不停地翻着我的书。
”“春风是小剪刀，剪出了柳树的叶子。
”“西北风是一群群小坏狼，把我的耳朵咬得痛痛的。
”⋯⋯这些丰富的想象，把风写活了，读后让人感到情真意切。
　　我们如果将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物体挂上钩，让它们联系起来，就能激发并创作出新鲜的诗
句。
例：白桦——银霜——雪花。
这些事物如何进行合理的想象，并将它们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把它们带给人的美好感觉连在一起；也可以从它们的相似处展开运动联想；也可以抛开这些
共性的东西，由第三者介入，把它们有趣地联系在一起⋯⋯2.要使用富有诗意的语言。
诗意的语言不像作文语言那样要求通顺、流畅、直白，而是要求含蓄、委婉。
诗歌韵语言还要讲求节奏和韵律，它读起来朗朗上口，它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给人以视觉
上的美感，听觉上的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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