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4 期） 

851  

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语文课堂小练笔 
◆黄  琼  赵  鹏 

（陕西省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  陕西省汉中市  723600）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对话，其实

就是一种探究，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就是通过字面的解读，了解文
字负载的内容，然后通过内容的了解，窥探文字背后隐藏的道理
和规律，明白自己以后该怎样做事做人，该怎样思考问题，怎样
表达。从中不难看出阅读教学的实质是习作教学的前奏，据笔者
了解，目前的农村中小学作文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学生感到无
内容可写，普遍感到作文吃力，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教师在阅读
教学中忽视了课文在帮助学生提高习作水平方面应起的作用。教
师在教学中往往或只强调语文基础知识，忽视作文教学，从而将
课文分析与作文教学分裂开来；或虽强调作文重要性，却专门利
用整节课大谈特谈作文技法，学生不知所云。 

一、在情感共鸣处寻求契合点下笔 
１、寻求文本与心灵的契合点。 
传统的阅读教学过分强调意义的获得，使得对话仅在认知层

面上进行，难免枯燥与单调，无法与作者心灵之弦“和音”，就
更谈不上对文本的深层开拓。因此，教师必须唤醒学生的自主意
识，善于把握教材的重难点，在阅读中引领学生讨论、练笔。让
他们在实践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启迪。 

如在教学《我的母亲》时，先让学生感受母亲对儿子的那份
别样的爱，再让学生评价母亲的教子方式，而后播放背景音乐，
老师则动情道：“同学们，我们也沐浴在母爱的光辉下，但我们
却很少对母亲表达我们对她们的那份爱，甚至母亲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今天学习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相信我们一定大有所悟，请你也拿起手中的笔捕捉生活中母爱
闪光的瞬间，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来表达对母亲的祝福和
爱。”这时，同学们的心都被感动了，他们或伏案疾笔或凝神沉
思。此时，他们感受的练笔已不是一种外在强加的负担，而是情
感的自然流露，心灵的自然“生成”。 

２、寻求文本和生活的契合点。 
雷雅利曾经写道：“当一个人的思考有了足够的纵深，当一

份感情渗透了全身心，表达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单从记忆与
表达中练习语言技巧，他永远是个肤浅的读者，永远只能徘徊在
语文的大门之外，甚至无法享有一个有趣的人生。”这句话告诉
我们在阅读教学时要引导学生对语言文字进行积极、主动地感受
体悟，寻找与自己生活中的共鸣之处，从而与言语对象发生共鸣。
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文字中触摸到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 

在教《走一步再走一步》一课中，指导学生对文中父亲鼓励
儿子下山的精彩片断进行感情朗读，并反复体味之后，可引导学
生结合文本和自己的生活实际，当你在碰到困难时，你的所思所
想所为，以及你读了此文之后的感悟。文本的感染，唤起学生生
活的体验，他们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情绪高涨，体会深切，
个个奋笔疾书…… 

二、在角色体验中寻求交融点下笔 
1、寻找角色和情感的交融点 
在探究文本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中的角色，展开想

象的翅膀。想象可以使学生入情入理地理解课文，体验情感，在
情境体验中练笔，既发展了学生的语言和思维，也培养了学生的
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笔者在《斑羚飞渡》一文的教学中,尝试着
设计了新的训练，让学生融入角色与文本之间做了一次情感交
流，深有开启学生发散思维、打动学生心灵的感触。《斑羚飞渡》
是一篇极其悲壮感人的散文。我在备课中反复诵读此文，每次都
被斑羚种群那种 本质、 原始、 淳朴的自救自生精神感动得
潸然泪下。镰刀头羊、老斑羚那种为了种群的生存，毫不畏惧、
甘愿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在较圆满地欣赏了《斑羚飞渡》
一文的精妙之后，我尝试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
讨。我给学生布置了书面作业，要求融入角色，以“这是一群—

—的斑羚”为题，想象斑羚在面临绝境时的对话，这时学生的思
维极其活跃，真正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学生一改往日作文的
头痛惆怅，写起来神采飞扬，妙笔生花。由此看来，学生经过与
角色的内在交流后，所产生的丰富联想和心灵震撼，是学生创造
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 佳表现，是任何一位教师在课堂上精彩
的说教所不及。 

2、寻求角色和体验的交融点 
情感是形象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就不

可能与作家产生情感的共鸣。因此，要引导学生体验作者的亲身
经历，去更好的把握作者的情感脉博。如上朱自清的《背影》时，
就让学生反复体会作者对父亲深深的爱恋，对父亲的举动的独到
感受，正因为如此，他才写出了感人至深的佳作来。同时布置学
生回家观察父母或爹奶的手、脚，或为他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后，
观察他们的表情、动作和语言等。然后写一篇反映亲情的文章。 

三、在弦外有音时寻求自由点下笔 
1、寻求留白和想象的自由点 
好文章往往有意留出“空白”给人一种“字里乾坤天地宽”

的感觉，它或含蓄，或简练或由于表达的需要，结尾处戛然而止，
让人回味无穷。教学中，我们应该教学生读出文章中的“空白”，
让学生把写得简练的地方写具体，把写得含蓄的地方补充出来，
把未叙述完的故事，顺着情节的发展线索，展开合情合理的想象，
进行进行叙述或描写。这不仅能促进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与感悟，
而且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孔乙己》这一课，结尾写道：孔乙己好象确乎死了。孔
乙己到底死了没有，课文并没有做明确的回答，这时可以请学生
展开合理的想象，大胆猜测假如孔乙己还活着，他的生活现状。 

在古诗教学或文言文教学中，我们也可以展开合理的想象，
对文章进行扩写。 

2、寻求理解和感悟的自由点 
流畅的文笔，真挚的感情，源于对文本阅读的深刻感悟。课

堂中，当学生对课文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后，教师如果不失时
机地安排随文练笔，能促使学生对文章蕴意的的反思和语言的内
化，从而拉动内需，达到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安塞腰鼓》这
篇课文语言流畅，文质优美，把安塞腰鼓写得气势磅礴。由于我
们这里的孩子很少亲眼目睹过这样壮观的场面，难免感受不深。
故针对此种情况，借助多媒体的图像烘托，引导学生入情入理地
感悟文本。学生边欣赏边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此时让学生用语言
来描述自己看到的壮观场景，再与文本进行对比，看文本是如何
把安塞腰鼓写得气势磅礴的。学生如此强烈的刺激下，对文本的
写作特点有了深刻的理解。此时此刻再引导学生观看“千手观
音”，让他们的感官自由地徜徉在优美的乐曲和美妙的舞姿中，
使他们的感悟渐渐地丰满了，充盈了，优美的语言文字在学生的
笔尖心情流淌……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
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地练习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巧，因此教师就
要朝着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这个目标，精要地讲、务必启动学
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他的话提示了从读
到写，以写促读的语文教学规律，课堂小练笔正是遵循这样一个
规律。学生觉得有话可说，有法可写，有文可鉴，有情可抒，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内在的潜能，
给学生提供发现、模仿和创造的机会。 

总而言之，课本是我们 好的老师，我们要充分挖掘文本资
源，精心选择读写结合点，拓展习作范围，让孩子们在大量的练
笔中学会倾吐，学会习作，爱上写作，为他们创设一个渴望倾吐、
期盼交流、急于表达的情境，长此以往，定会点燃学生习作创新
的火花，让他们轻松快乐地完成每一篇习作，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