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 小学生励志散
文(大全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一

一个美国小伙子中学毕业之后立志做一名优秀的商人。后来
他考入麻省理工学院，但没有直接去读贸易专业，而是选择
了工科中最普通最基础的专业——机械。这招棋很妙，做商
贸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大学毕业后，这位小伙子没有
马上投入商海，他考入芝加哥大学，开始攻读为期三年的经
济学硕士学位。几年下来，他在知识上已完全具备了商人的
素质。出人意料的是，获得硕士学位后，他还是没有从事商
业活动，而是考了公务员，去政府部门工作。他深知，经商
必须具有很强的交往能力，何况官场险恶、仕途多变也容易
培养自己机敏、老练和临危不惧的品格。在政府部门工作了
五年后，他辞职下海经商，业绩斐然。又过了两年，他开办
了拉福商贸公司。20年后，拉福的资产从最初的20万美元发
展到2亿美元。这位小伙子就是美国知名企业家比尔·拉福。

对待成功，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做法。一种人是永远活在
梦幻里。另一种人像比尔·拉福一样对自己不抱不切实际的
幻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为自己的成功砍着荆棘、劈着顽石、
架着桥梁、修着道路。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二

今天，妈妈告诉我上午要去外公家玩。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



兴。因为外公会给我买好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到了外公家，我和我的表哥一起看电视，一起和我的小妹妹
玩游戏，捉迷藏。一起和外公去超市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好
吃和好玩的东西。今天我真开心。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三

在这一学期中，我能做到认真听讲，不再是以前那个上课翻
翻本子，模模铅笔盒的不专心的孩子；在这一学期中，我被
评为语文“积累和运用”中的一等奖；在这个学期中……我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不会读书，不脚踏实地，不认认真真去做
的小女孩了，而是一个真正学会独立，破茧成蝶的好学生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做一个更加独立、更加向上的好学
生！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四

村里的小学比较简陋，教室还是老瓦房，木质的窗很有年代
感，校园没有围墙，甚至没有校门，前面就是大马路，马路
旁边就是沙河，一群困不住的童年。

小学里有一颗巨大的橄榄树，自从我有小学的记忆它就已经
存在了，它伴随着小学屹立不倒，除此之外，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小学的钟声，每一声都敲到了记忆的最深处，永远都磨
灭不掉。

小学条件是差了点，但是离家里很近，即使离家里远，乡下
的孩子也是自己去上学，父母都忙着自己的事，看着日子吃
饭，天刚刚破晓就得下地干活。

小学的钟声很响亮，在家里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每天听着上
课下课的钟声，有了想上学的念头，每天唠叨着母亲“我要



去上学”，到了自己要去上学的那天，突然发现学校的生活
和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心里是不太愿意的，就好像一只小
鸟被关到了牢笼里，乡下的孩子本来就比较能玩，鬼点子多，
要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看着枯燥的文字，谁会乐意!所
以一到放学的时间，就是同学们最开心的时候，争先恐后地
跑出教室，玩到晚饭时间还没回到家，又免不了挨板子咯。

我的教室在一个很危险的地带，就在办公室旁边，有点什么
小动作老师都会第一时间知道。上课的钟声距离我们教室很
近，学校的钟声很响亮，震耳欲聋，那口铁钟就挂在老师办
公室门口的走廊上，钟体用生铁铸成，全身漆黑，用铁链吊
起来，再配上一把铁锥，举起铁锥用力往身上招呼，那声音
响彻天地，回音传到山的那边，每一声的回音都拉得长长的。

敲钟的老师被我们叫成敲钟的和尚，每次上课钟声一响，我
们就会说：“和尚要敲钟啦，快进教室啦”，这钟声听了七
年，从学前班到流年级，上初中后就很少听到了，周末有时
候回家偶尔会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们小学虽然很破烂，破烂的教学楼，破烂的校园，连篮球
场都没有一个，还好，乡下的孩子都比较欢乐，总能找到自
己的乐趣，在这个条件极差的环境里也能其乐融融，学校的
东西太少了，能记住的只有那一棵三个大人才能抱得过来的
橄榄树，还有那敲入人心的课堂钟声。

出来工作后，有一次回家，经过小学，下课时间，一大帮小
孩子在教学楼前追逐打闹，学校依然像以前一样，不，比以
前更烂了，校园还是没有围墙，没有篮球场，破旧的教学楼
像一个垂暮的老人，花尽一生培养出一群优秀的子子孙孙，
而它这个孤寡老人就要孤独终老了。

忽然间，响起了“铃..铃..铃”的电铃声，一个嘹亮的声音：
“童鞋们进教室啦，要上课啦!”，这个陌生的铃声让我对小
学的感觉变得陌生起来，然而，记忆由逐渐变得清晰，在内



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当.当.当当”。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五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一转眼，六年的小学生活即将成为过
去。回头一看，小学六年的成长路上喜怒哀乐、刻骨铭心的
小故事数不胜数，使人永远也忘不了。时间在滴滴答答的钟
声钟流逝。岁月的风铃在校园中回响。每次想到这里，我的
心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不能平静。掩卷着沉思，感慨万
千，一瞬间许多美好的回忆都浮现在我的眼前：运动场上留
下过我们矫健拼搏的英姿；语文课上回响过我们朗朗的读书
声；校园里留下过我们追逐嬉戏的背影……这些生活的缩影，
将在我的记忆深处永存。

忘不了那堂生动的语文课，老师温柔亲切的话语、无论对错
都鼓励我们畅所欲言的心襟、充满智慧与信任的眼神，教室
里留下了一句句动听的师声；忘不了那个下雨的'黄昏，雷声
轰轰作响，大雨倾盆而下，可我却因为粗心忘了带雨具，在
我不知所措之时，离我家较近的同学撑着伞笑着问我要不要
一起，那天，我两共撑一把伞肩并肩的走在风雨中，马路上
留下了我们一串串友谊的脚印；忘不了某个课间和同学们在
操场玩耍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倒在地上，同学们见状纷纷跑
来把我扶起问长问短，操场上留下了我们一声声友谊的话语。
忘不了，忘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忘不了同学习共进步的同
学、忘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因为那里至今仍回荡着我们的
笑声、歌声和读书声。

六年的朝夕相处，六年的喜乐生活，我们即将挥手告别，各
奔东西，难免会有些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我亲爱的同学
们，舍不得六年来深厚、真挚的友谊，舍不得那段美好、欢
乐的日子。小学六年一点一滴美好的回忆，伴我度过了难忘
的小学生活，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挥之不去一道美丽的风景，
是我人生中的一笔的财富，将永远铭刻在我童年记忆深处。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六

无人的时候，我喜欢静坐在黄昏的田野上，仰望无尽的苍穹。
行云慢慢流过我的眼线。余晖中，我在畅想着未来，一个美
丽但遥远的梦!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最亮的星在闪烁，点缀了心房的灿
烂，闪耀着梦想的光辉。梦想是如春风般了无痕迹，但却是
力量的泉源，是智慧的摇篮，是冲锋的战旗，是斩棘的利剑，
是人生的路标。它能让我们在困境里坚韧，在挫折前奋起，
在颓废中振作，在迷途上清醒。它创造了无止境的追求与探
索。因为有了梦想，才不会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才不会怀疑
自己、轻言放弃;才不会灰心丧气、气馁退缩;才不会满身傲
气、停于现状!因为有了梦想，才懂得要不甘落后、积极进
取;才知道要坚韧不拔、努力奋斗;才明白要吃苦耐劳、顽强
拼搏;才深知要毫不畏惧、一往直前!因为有了梦想，才学会
谦虚谨慎又敢于探索;才开始刻苦学习也善于求知;才努力不
断追求更敢于挑战!

梦想，像一粒种子，种在心里，可以成长!可它不会自然去成
长，只有用人双手去栽培，用汗水去浇灌，它才会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明天的我，将会飘落在哪里?有谁能给我揭
示谜底?我知道，要想给自己打造一片天地，还需靠自己。理
想，要实现，未来，得争取。有一句经典台词：“你不想为
你的信仰冒一下险吗?难道想等你老了，再后悔莫及吗?”问
得不好吗?说的不是吗?没有追求的生活难道不是很乏味吗?我
不怕失败，我只怕将来会遗憾年轻时的我竟连尝试一下的勇
气都没有!

梦想不是一个磁碗，碎了就再也补不住了，梦想是朵花，谢
了还可以重新开。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梦想的代名词
是跌倒、挫折、希望与成功。每一次扬帆远航，难免都会有
阻挡;每一次张翅飞翔，难免都会受伤。但是，梦想的力量在
于即使身处逆境，亦能帮助你鼓起前进的船帆;梦想的魅力在



于即使遇到险运，亦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梦想的伟大在
于即使遭遇不幸，亦能促使你保持祟高的心灵。春暖花会开!
只有经历过冬天，才会有春暖地依!如果你能承受一季寒冷，
那么春天一定是缤纷，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花开满园!也许，我
是一只只被尘埃淹没的蚂蚁，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爬
上世界屋脊!

又一次，我独坐在多风的黄昏里，看落叶在天际舞出点点星
光。星空下，我在仰望未来，一个美好而真实的梦!

小学散文的教学价值篇七

春，本来是自然界的一个季节概念，本文却赋予了它以感情
和生命。作者抓住春天的主要特征，用诗的笔调，描绘了大
的回春、万物复苏、生机勃发、草木花卉竞相争荣的景象，
抒写出作者热爱春天、憧憬未来的欣喜之情。这是一首抒情
诗，一幅风景画，更是一曲春的赞歌。

一、文章的思路及主要内容

全文围绕一个“春”字，写了盼春、绘春、赞春三个部分。
这三部分的顺序跟作者思想感情的发展是一致的。春天尚未
来临，热切的盼望她的到来。“盼望着，盼望着”的反复吟
咏，将那种渴望的心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也为全文定下清新
活泼的基调和抒情的旋律。待到春天降临人间，作者则尽情
的欣赏这大的回春的美好景象。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作
者集中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绘出春的色彩。最后则以赞美作结，
用三个比喻各自成段，热情洋溢的颂扬了富有创造力的美好
的春天，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绘春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作者先粗笔勾勒，用“一切都像刚
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总提一笔，然后通过远近不
同的三种事物山、水、太阳，描绘出春回大的，万物复苏，
生机勃勃的景象。



有了粗笔勾勒的背景，作者开始用他那细致的笔触，工笔细
描富有特征的春天的景物。在这里作者一共绘出了五幅图。

春草图，着力描写春草勃发的景色。这里有草的动态：“偷
偷的从土里钻出来”；质的：“嫩嫩的”；色泽：“绿绿
的”；旺盛的长势：“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
片满是的。”从不同的角度刻画春天绿草如茵的情景，与夏
草的茂盛、秋草的枯黄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写人在草的上
的活动与感受，从侧面揭示了春草勃发给人们带来的欢乐。

春花图，着力描写春花竞放。作者选择开花时节相仿而花色
各异的桃、杏、梨作为描写对象，先用拟人写出它们的争相
盛开，再通过三个比喻“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写出花朵的繁茂，花色的娇艳；它们争春比美，互不相让。
接着，作者由群花的争芳吐艳展开联想，联想到秋天的果实
累累，同时又由花香引出蜂闹蝶飞，用成千成百的蜜蜂的嗡
响和大大小小蝴蝶的飞舞衬托春花的万紫千红、香味浓郁，
进一步渲染出百花争春的气氛。最后，作者用比喻和拟人的
手法，从树上的花写到无数的散在草丛里的野花，它们虽然
不像桃花、杏花、梨花那样如火如霞如雪，却也明艳照人，
别有一番情趣。

春风图，着力描写春风的和暖与清新。“吹面不寒”“像母
亲的手”，通过触觉写它的和煦、轻柔；微微润湿的空气中
混合着“泥土的气息”“青草味儿”和“各种花的香”，通
过嗅觉写出了春风带给人的特有的清新；呼朋引伴的鸟儿唱
出宛转的曲子，牛背上的牧童吹着嘹亮的短笛，通过视觉和
听觉绘出了一幅明快优美、赏心悦目的美好画面。在这幅图
中，作者从触觉、嗅觉、听觉、视觉等方面，把无形、无色、
无味的春风描写得有声有味，有情有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

春雨图，着力描写春雨的细密轻柔、润泽万物。春雨的特征
是，一多二细。先说雨多、雨细，一连用了三个比喻，“像



牛毛，像花针，像细丝”。这三个比喻非常贴切，不仅展示
了雨的特点，而且能唤起读者对春雨的喜爱。然后顺着春雨
写雨中的树叶儿和小草，“绿得发亮”的树叶，“青得逼你
的眼”的小草，无一不带着雨中植物的主要特征。接着又把
视线转移到人间，先写“傍晚时候”的景象，用“一点点黄
晕的光”烘托出“安静而和平”的气氛；接着写行人，写农
民，都不忘是在春雨之中，或“撑起伞慢慢走着”，安宁、
悠闲，或“披着蓑戴着笠”，带有浓烈的江南的方色彩；最
后再写“在雨里静默着”的房屋，与傍晚的宁静气氛互相照
应。这一段写出了春雨的特征，写出了春雨之中特有的景象，
那一片细雨绵绵的春光，那一派清亮温馨的景色，那一种和
平安静的氛围，都描绘得出神入化。

迎春图，着力写春早人勤。文章由“天上的风筝”引出的上
迎春的孩子，进而带出“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
一片欢腾的景象，构成一幅春意盎然的图画。然后作者巧妙
的点出寓意：“‘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
夫，有的是希望。”前四幅画面主要写春天的自然美，这一
幅由景及人，颂扬了像春那样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了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

二、比喻、拟人手法的有效运用

本文使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比喻和拟人，对描绘景物特点、
抒发作者感情有突出作用。

比喻。如写花色鲜艳，不直接说出红的桃花、粉的杏花、白
的梨花，而用“火”“霞”“雪”来比喻，充分调动读者的
想象力，那火焰的炽烈气势，霞的轻柔艳丽，雪的高洁纯净，
同时映入读者的脑际，给人以生活实感。写的上野花，“像
眼睛，像星星”，不但写出铺满原野的野花之多，而且描绘
出闪闪发光轻轻摆动的野花的明丽色彩。写春雨“像牛毛，
像花针，像细丝”，分别形容雨丝的紧密、闪光、细长，从
不同的侧面写出春雨的特点。结尾三个句子，不仅比喻巧，



意义深，而且分行排列，先后有序。把春天比作“刚落的的
娃娃”，因为她是“新生”的；把春天比作“花枝招展的小
姑娘”，因为她非常“娇美”；把春天比作“健壮的青年”，
因为她有“无穷活力”。这正是对五幅春景图含义的概括，
点明了全文的中心。这三句的顺序，从“娃娃”到“小姑
娘”到“青年”，又形象的点明了春天的成长进程。最后
说“领着我们向前去”，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未来的强烈感
情。而且用“去”字结尾，正与开头“东风来了”的“来”
字相呼应。开头是春天在盼望中到来，最后是进入春天的行
列向前去，一来一去，一呼一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拟人。如“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把春天直接当作
人来写，赋予春天以感情和生命，把无形的春天写得具体、
生动。又如写“桃花、杏花、梨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都开满了花赶趟儿”，将竞相开放的花儿写动写活，栩栩如
生。

三、写作特点

这篇散文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观察细致，描述生动真切。作者凭借细致的观察，抓
住富有特征的春天的景物进行具体生动的描写。如写春草，
作者用“偷偷的”“钻”写它的形态，用“嫩嫩的”“绿绿
的”写它的颜色，用“软绵绵的”写它给人的感觉，细腻贴
切而又形象生动的描绘出春回大的时春草勃发的长势、情态
和它的“小”“嫩”“绿”“软”等主要特征。文章写春风、
春雨也是这样。

其次，诗情画意相融合。作者不是直接写自己对春天的热爱、
赞美之情，而是用抒情的画笔，赋予各种景物鲜明的感情色
彩。如对花的描写，既写各种果树的花争相开放，又描绘的
下盛开的野花，作者赏花的欣喜之情，倾注于字里行间，内
在的诗情和外在的景物和谐交融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



文章语言朴实清新，准确生动。作者精心锤炼词语，比如写
蜜蜂嗡嗡的“闹”，写花香在湿润的空气中“酝酿”，写鸟儿
“卖弄”喉咙，写细雨在微风中“斜织”等等，含义丰富，
形象生动。文章的句式也富于变化，在散语中大量使用对称
或排比的短语或短句，既流畅又整齐。比如写春草一段，散
语和韵语配合得非常好，再加上叠音词、口语词的使用，使
得全段活泼、自然，充满诗情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