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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学生说到写作文就束手无策，感到不知从何写起，
非常郁闷。这很明显有脑中没有积累的因素，然而也受到表达比较
混乱的困惑。由于每个模块展开一次作文练习间隔时间非常长，学
生训练频次少，极易出现授课同作文脱离开来，出现授课同作文油
水分离的状况。小学语文专家崔峦教授也曾说过:“只在作文课上讲
作文、写作文，每学期次数有限，学生练习的机会有限，所得肯定
有限，要把练笔辐射到阅读课上。在阅读课上，要有练笔的意识和
策略，从读学写，读写结合。”为弥补这一不足，我在阅读教学的
同时，有效深挖课本写作材料，将写的练习有效体现在阅读授课
里，实现读写一体化，浑然天成。

1  仿写——以文为媒巧迁移
孩子均具有自然的模仿能力，而仿写属于他们学习作文的关

键渠道及练习方式，属于自阅读至单独写作历程里发挥纽带效果
的某一重要的练习方式。依托范文指引学生加以仿写，可以调动
大家写作积极性，提升写作水平，推进创新思维水平。仿写可以
分成仿片断以及仿篇。

低年级仿句。如学习《有趣的作业》，孩子们仿写：“动
物园里的动物可真多呀：有顽皮的小猴，有可爱的白兔，还有凶猛
的狮子。”中年级仿段。如学习《桂林山水》，孩子们仿第二自
然段写排比句：公园的花真多呀，就像那满天繁星；公园的花真美
呀，如彩虹般绚烂；公园的花真香呀，微风吹过，你会陶醉在这阵阵
清香里。”高年级仿片断。如学习《少年闰土》，孩子们根据第
一自然段，写身边小伙伴的外貌：“王帅是一个机灵、陶气的孩子。
他胖乎乎的脸上，长着一对调皮的大眼睛，眼帘忽闪忽闪的，那
两颗像黑宝石似的大眼珠只要一转，鬼点子就来了。在他那黝黑
的脸上，不论是那鼓鼓的腮帮，还是那薄薄的嘴唇，或者那微微
翘起的小鼻尖，都使你感到滑稽逗人。”

2  补写——激发想象补空白
部分文章的有的方面写得要么简练，要么含蓄，给学生意

识预留联想、拓展的空间。学如此的文本时，老师应该发现此类“空
白”， 以“空白”为着眼点，联想内容加以“补写”，使学生将写
得精炼的地方写得更加具体，对写得含蓄的地方加以有效地补充。
补写能够有效诠释标点。例如讲解《草丛的村落》，文中的省略号
省略的是我想象的各种虫子在工作的描述，此时，我引导学生合理
想象，诠释标点，让草虫的世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补写可以完善情节，如在教学《老人与海鸥》中，我让孩子
们补写海鸥对老人说的话，在《顶碗少年》中，让孩子们补
写那位白发老者对顶碗少年低声说的话，这些都是再造想象，
能使人物的形象更丰满，学生的理解更深刻。

3  续写——余意未尽表深情
许多文章里的结尾均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使学生可以有许多

猜想。针对如此的内容，老师应该使学生借助有效地联想将如
此的悬疑借助自身文字加以传达，就成为大家自己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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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的随文练笔是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根据阅读内容的生发或语言表达形式的迁移进行的一种写作训练。它
融读写为一体，读练结合，以读引写，以写促读，内容丰富，形式灵活，是作文教学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教师要有意引导学生用
自己对文本的独特感悟，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解读，或诠释，或补充，或展开想象的翅膀去丰富，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去充盈……
课堂上适时采用种种策略进行随文练笔是应对上述现象的良方，能有效地将语言进行梳理、定格和提升。学生的写作限制非常少，很
明显也就极易动笔，喜欢动笔，“心动”从而导致“笔动”，学生自然而然会有内容来写，有话能够表达，有情可以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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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凡卡》这篇课文的结尾，以做梦加以终结，有喜
有悲，这是大家分析的难点。因此，我指引大家比对加以思索
探究。我告诉学生：“凡卡是心怀较强的希望将那封珍贵的信
塞进邮筒，可怎么也未想到爷爷是永远也不可能接到其信的，那
凡卡的结局会如何呢？”学生的答案均具有显然的同情。“那既然
凡卡难以脱离这凄惨的命运，如此课文结局又存在什么内涵呢？”
部分学生答道：“课文以梦结束，表明凡卡追寻美好的生活是难以
达到的梦。”部分学生回答：“这一结局貌似美妙，实际包含着不
幸，更博得大家对凡卡的同情。基于这个富有悬念的结局，我再
让学生对此加以续写，学生均可以有效进行想象，课文均表达了
对凡卡的一致感情──同情。

4  缩写——删繁就简提信息
缩写是作文训练的一种形式，是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综合

训练。缩写训练能使书“越读越薄”，达到“长文短教”的效果。
如学习《小英雄雨来》，先给每一部分加上小标题，再根据小

标题的内容和顺序，在保持文章的完整性上，简单地写一写雨来
的故事。

5  创写——创设情境任表达
语文课本每一册均安排古诗，而且均匹配生动具体的插图。

此类古诗内容明白好懂。写景的把景象写得淋漓尽致，叙事的传达感
情细腻感人。在搞清诗句的前提下，应该让学生把此类古诗改为叙事
或者写景的当代文。除此之外，在教材里很多课文均匹配鲜明具体的
插图。部分插图文章里早已进行了具体描绘，就用不着再写。而部分
插图在课文里仅仅简单介绍。如此的图片，老师就应该使学生结合文
章内容添加有效的联想体验来写，其方式就好像看图写话了。

6  扩写——依据文本添细节
如教学《放飞蜻蜓》中，我运用了扩写，引导孩子们通

过查找有关蜻蜓的资料或观察蜻蜓，进一步了解蜻蜓的特点。
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曾经这样表达：“阅读授课里写的训

练，不要偏离文章以外，应使其变成阅读授课里的一个重要组合内
容。”“随文练笔”不但能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还大大丰富了
学生的写作素材，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发展都有
着重要意义。我们教师在教学中，要做一个有心人，准确把握教材，
及时地把写作训练有机地揉进阅读教学，激发学生情感，激活学生
思维，趁热打铁，巧引妙设，让学生乐写爱写。学生学以致用，真
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我心抒我情”，举一反三，实现读写结合，
笔随心动，才能“练”出语文课的精彩，开拓学生思路，养成学生
联想及求新的思维，调动写作积极性，切实提升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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