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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2 月 28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记录人员： X 燕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最是书香能醉人

阅读，是一种享受，享受阳光，空气，清新；阅读，是一种情怀，倾听心声， 

感受生命。我们文学社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名副其实的“小书虫”。新学期的第一 

次活动，我让每一个学生携带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向同学推荐。一位男生朗诵 

了《老人与海》的精彩片段，低沉、坚定的嗓音把我们带入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紧 

X 氛围中。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推荐了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调皮捣蛋的马

小跳故事惹人发笑。推荐《三国演义》的同学对诸葛亮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口 气

讲了好几个制胜计谋。推荐《中国历史全知道》的同学还出了几道历史故事考 题

想难倒同学。文静的女孩喜欢冰心的散文，清新、自然的朗诵同样吸引人。掌 声

阵阵，同学们争先恐后，踊跃登台，当看到馥郁的书香弥漫他们的心房时，做 老

师的我拥有的是无限的欣慰。

活动小结：

在好书推荐展示活动中，孩子们各显神通，有的朗读有的出考题有的讲故

事。就内容而言，文学名著、同龄故事、天文地理，阅读面也较广，在活动中他

们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喜悦， 我记录着推荐书目， 准备供全校学生有选择地阅读。

让他们走近阅读，走近名作，走近心灵，在浩瀚书海中探索知识、品味人生、获 

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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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3 月 4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记录人员： X 燕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有趣的看动作猜成语

看动作猜成语，是学生喜欢的一个活动。我事先准备了一些能够表演的成语写在小纸条

上供学生抽签，接着宣布活动规则：每4 人组成一组，根据抽到的成语讨论如何表演，

最后选出一位表演给大家看，让其他同学猜一猜。若表演不成功，则该组成员罚写 10 

个成语。学生一听很兴奋，酝酿一番就进行表演。“偷鸡摸狗”的表演者贼头贼脑，鬼

鬼祟祟，一看就知道是小偷。“一箭双雕”的表演者挽弓搭箭，瞄准，射击， 一气呵成

。“快马加鞭”的表演者一边挥动“马鞭”一边吆喝着：“驾！驾！”，演得惟妙惟

肖。一个个成语经他们创造性的演绎变得生动起来。最后我让学生写一个成语的表演、

竞猜的过程，注意抓住表演者的动作、神态、语言，通过精彩的细节描写再现刚才有趣

的活动过程。有了刚才的活动学生写起来得心应手，交流时逼真的描述时常博得同学的掌

声。

活动小结：

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把细节写生动，一直是作文训练的重要内容。在

看动作猜成语活动中，学生准备——表演——竞猜，深入其中，有了深刻的情感体验， 

下笔时就有内容可写了。在此基础上，予以指导，有的放矢，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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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3 月 11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记录人员： X 燕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有趣的绕口令

绕口令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一直受到学生的喜爱。首先我们一起做口腔操。第一

节：双唇运动 噼里啪啦；第二节：舌齿运动 叽叽喳喳；第三节：气息练习 从 1 

数到 10，再数回到 1。一时间教室里都是欢声笑语。接着我说了个有故事的绕口令，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搁下醋， 

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洒了醋湿了布。要念好这则绕口令，关键是要说清

“杜、布、醋、兔”，它们的读音中都有“u”。我给大家两条建议：(1)关键字词单

独练；(2)由慢到快有序练。熟能生巧，渐渐地，学生基本能快速又连贯地念了。最

后进行一次实战演习《扁担长 板凳宽》。让学生先小声地练练关键词，再由慢到快

有序练说绕口令。最后请 3 位同学到前面来表演展示。其他同学们认真听并作点评。

大家都感到兴味盎然。

活动小结：

这次活动大家感到兴味盎然，嘴动起来了，笑声也不断。一会儿把“扁担没有板

凳宽”念成“扁担没有板凳长”，一会儿又把“飞了鹰跑了兔，洒了醋湿了布”，念

成“飞了兔跑了鹰，洒了布湿了醋”。看来相声演员要说出有趣好笑的段子是非常不

容易的。要使自己口齿伶俐必须“千锤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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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3 月 26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记录人员： X 燕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成语大擂台

成语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说话和写文章时恰当地运用成语，可以使语言增色

添彩。今天我们文学社活动时进行一次成语擂台赛。第一关：比谁接得长（出示遮盖的 

5 个字，每小队选一个，以上面的字为开头，开火车每人说一个成语，看哪个队的火

车接的又长又好。）第二关：比谁写得多（中华上下五千年，名人典故真不少，请写

出含有寓言、历史故事的成语。）第三关：比谁找得准（成语王国的动物千姿百态， 

瞧，十二生肖都来了，可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家了，请大家帮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第四关：为广告成语消毒，恢复这些成语的本来面目。（如：某眼镜店广告：一明惊

人）。活动中，同学们绞尽脑汁想，全身心地投入活动中，整个教室就像一艘满载着

成功与收获的小船，大家在这里竞争，快乐。

活动小结：

成语，有着巨大的魅力吸引着每一个中国人，让大家去了解，去发现它的“美”。

闯关活动中，为了获得荣誉，每一位同学都很积极，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力。这次成语

擂台赛，是对大家语文知识的一个考验，使大家受益匪浅，纷纷表示今后要多运用成

语，让成语在文章中显出威力，使我们的文章更加精辟，有趣生动，使人回味无穷。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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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2011 年 3 月 18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记录人员： X 燕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美文欣赏

初春的阳光沐浴着大地，每个人的心情也如阳光般灿烂，不由得吟诵起朱自清的《春》中

的名句。今天文学社活动就来赏析《春》。我先通过视频让学生欣赏“春花”，明丽的色

彩，活泼的语音一下子燃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他们迫不及待地朗读起来。接着我简单地

讲了一下文章结构，作品起始作者推出五个特写镜头，细致入微地描绘春天的动人景象。

接着运用五个特写镜头：春草、春花、春风、春雨、春境中人的活动， 展现了大自然绿

草如茵，花木争荣，春风拂煦，细雨连绵，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在春境中的人，也

精神抖擞，辛勤劳作，充满希望。最后，作者用三个比喻性的排比句式，说明春天是

新鲜、美丽、欢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类也应当踏着春天的步伐， 去创造美好幸福的

生活。最后我把时间留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品味朱自清语言的魅力， 吟诵部分语句积累起

来。

活动小结：

朱自清的《春》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积极向上的主题受到大家的喜爱。这样的美文， 

无需多余的指导，大家朗读得情趣盎然，有的几个人组合朗读，有的配乐朗读，有的

读着读着，脸上漾起了笑容。一时间书声琅琅，读出的是对春天的赞美，对大师的仰

慕。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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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2011 年 4 月 1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记录人员： X 燕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春天的古典诗情（前期准备）

又是一年春烂漫。古人爱春、惜春，谱写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古诗，孩提时我

们就能摇头晃脑地背古诗。于是我设计了“春天的古典诗情”，为学生古诗诵读搭建

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这次活动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春天的古

诗，查找诗人的资料、创作背景、研究诗句、理解大意、熟读成诵、排演节目……查

找可以在电子阅览室查找，也可以在采知苑 的书籍中查找。明确要求后，学生喜形于色

，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充分地准备着：有的在用动作演绎古诗，有的在根据诗意作

画，有的在寻找音乐……他们忙碌着，快乐着，期盼着。

活动小结：

以自主学习的形式学习古诗，是我的一个尝试。因为，从网络、书籍中

都能找到有关古诗的资料，我何不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露一手呢？自主学习

，没有了老师的束缚，学习的空间是广阔的，小组成员可以各抒己见， 取

长补短，但是否能理解古诗的深层含义，品出点意味来呢？我拭目以待。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4 月 8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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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春天的古典诗情（展示活动）

老师开场的话音刚落，陈沁同学第一个走上讲台，她首先充满感情地朗诵自己喜爱的

贺知章的《咏柳》，一边朗诵一边通过动作表演来传达对诗的理解，在讲了诗的大意后

，她说最喜欢诗的后两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春

风把柳叶变得栩栩如生，惹人喜爱。最后，他们组的同学还展示了自己创作的诗意画。

整个画面以绿色为背景，绿茵茵的草坪，绿柳如丝，飞燕穿梭。他们对《咏柳》理解

得多么透彻呀！

李阳同学俨然一位小老师，先带领全班同学朗诵了《宿新市徐公店》，接下来要

同学们回答他的问题，一下子把全班的兴致激发起来。最后还配上音乐吟唱起来。

展示活动一组接一组进行着，教室里掌声阵阵。

活动小结：

展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既有抑扬顿挫的朗读，又有入情入境的才

艺表演，还有配诗书画展示。这次活动，学生们兴趣盎然，在快乐中收获知识。以后

我将多组织类似活动。当然也存在不足，气氛是活跃了，但对古诗的理解还比较肤浅， 

吟诵的韵味还不够。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4 月 15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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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老人与海》读书交流会

利用两个多星期的业余时间，同学们都阅读了《老人与海》，今天我们文学社活

动一起来漫谈这本书。1、我让学生说说自己心目中的海明威是怎样的，接着我向大

家介绍 2 位名人对他的评价。2、说说故事的主要内容。3、知识竞赛大比拼（分为必

答题和抢答题。如：老人遇到了鲨鱼为什么不放弃大鱼？你觉得他所做的值得吗？） 

4、精彩片断细细品，说说从这些片段中体会到什么。5、体会经典名言：“一个人并

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你是如何理解这句

话的？6、评析老渔夫的形象，引领学生各抒己见，最后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老渔

夫圣地亚哥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看是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最终大马林鱼还

是让鲨鱼吃了，他只带着鱼骨上岸。可是，他始终没有向大海、向大马林鱼、向鲨鱼

妥协，他其实是一个敢于挑战自我的胜利者。

活动小结：

读了《老人与海》，同学们收获很大。不仅了解了故事内容，还从中学到了一种精神

，一种永不言败、顽强不屈的乐观精神。在这次读书交流会上，交流故事内容，品味精

彩片段，进行知识大比拼，言谈之中流露着对硬汉的崇敬。只是部分学生没有深入仔

细地读作品，发表看法时气氛不够活跃。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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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时间： 2011 年 4 月 22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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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漫画作文

学生都喜欢看《扬子晚报》周一“漫画世界”中系列漫画《豆豆》，豆豆不但长得可

爱，他的故事更有趣。我先让学生介绍一个自己喜欢的豆豆的漫画故事，王梦尧说， 

豆豆订计划，把“改变自己”的时间改啊改，最后改成“从明年起”。他对自己的安排

很满足。豆豆虽有改掉缺点的决心，真落实到行动上却又畏难。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李阳说，他非常喜欢这组漫画：豆豆问妈妈能不能在墙上画画、在桌上钉钉子、喝洗衣

机里的水，妈妈都说不能。豆豆又问能写作业吗，妈妈习惯性地说不能，豆豆开心极

了，抱着大皮球往外冲。豆豆太“狡猾”了，真是“诡计多端”！同学们讲的故事，

很有趣，如果漫画家叔叔在这儿，一定会把它们画下来。漫画家叔叔是用线条再现了

一个故事，我们就用语言文字来画画，让更多的人来分享。特别把事情中有趣的地方

、有味的地方写具体，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深了。

活动小结：

作文教学有三个重要方面:“有写作动机”、“有东西可写”、“能够写出来”。由读“豆

豆的故事”，迁移到写“自己的故事”，符合学生的生活积累，符合学生的情感呼唤。学生

心灵舒展，心门洞开，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过程中，体验到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一种

需要，是一种快乐。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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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 活动地点： 采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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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活动内容：

作文讲座——作文应该写自己的话

批改上次作文时，我发现有几篇题材雷同，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作文讲座。我先列举上次作文  

中存在的弊病：在选材X  围狭窄，缺乏新意。居然还有学生在写“马路上捡到皮夹子”、“公园里

送回迷路的小孩子”，可见小朋友没有拓展视野，因此，不断重复着别人的事情。其次，表现   在

文章语言干瘪，说成人的话，缺乏少年儿童的生活气息。同学的作文中犯有这类毛病的不在少  数，

要治好这种毛病也不难，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一、  从选材上说，应该积极地去反映自己熟悉的、

感受深切的事。 文贵以真。孩子有孩子的视角，孩子有孩子的思维方法，孩子们的语言习惯跟成人

也不一样。用自己的嘴巴去说别人的话，总让人感到别扭、不自然。所以，十分重要的， 是用自己

的口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事。二、从表达方式来说，语言要朴实，抒发感  情要实事求

是，分寸要掌握好。不随意夸大，不借助于想象来写自己并没有产生过的感情。尽量  使自己沉浸在

所写的事情之中，这样，就能比较深刻、比较贴切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

活动小结：

针对学生作文的弊病，我以他们的事例为依据，指出弊病。再辅以事例讲述纠正这类

弊病的 2 种具体做法，并列举贴近学生生活的有趣事例。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述，学生

应该从中受益。

蓓蕾文学社活动记录

活动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 活动地点： 学校电脑房

记录人员： X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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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燕记录人员：

出席人员： 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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