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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文练笔概念分析

随文练笔也叫随堂小练习，是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进行相应

的写作练习。通过阅读文章，学生可以学习生字词、品鉴句式

排布与段落结构搭建的逻辑。在阅读基础上进行写作，借鉴优

秀课文中的写作手法，达到从模仿到发展到创新的蜕变。阅读

是写作的基础，广泛的阅读面和充足的阅读量，可以帮助学生

写作积累素材。写作训练是对所学文章的写作手法的巩固，从

简单模仿到熟练的将写作方法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举一反三。

随文练笔就是将阅读与写作有机结合的手段，在部编版初中语文

教材中十分常见，一般是出现在课后习题中，常见的几种类型

有模仿课文指定片段，设定全新情境进行仿写、展开想象进行

续写、通过诗歌、剧本的方式对课文进行适当改编等方式。

2　随文练笔在课堂教学中的优势与问题

2.1随文练笔在阅读教学中的优势

（1 ）引起学生对课文阅读的兴趣

在正式开始课文教学之前，教师就可以布置一些小练笔，

300字以内的小片段即可，太长的篇幅要求容易让学生为了完成

任务而写下冗余句段，甚至会打消他们创作的积极性。比如在

学习《济南的冬天》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联想一下自己的家

乡，并描述各自故乡的冬天，不用限制角度，可以写他们印象

深刻的美景，也可以分享自己在冬天发生过的趣事、有什么风

俗习惯。当学生有足够的阅读量积累时，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

尝试练笔写作，在写作中体会到乐趣，提高创作的积极性，在

阅读文章时学会自觉积累知识，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常见的课文

预习方式都是读课文、查资料，更多的侧重在信息输入，而课前

的随文练笔是信息输出，它让学生有更多自主思考的机会，和课

文、作者进行思想上的沟通。

（2）增进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课文《祝福》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是在文中不同的故事情

节来体现的，不妨布置一个小练笔，让同学们写一封给祥林嫂的

信，如果你知道了她的遭遇想要安慰她、帮助她，你会说些什么

呢。又或者当学生读到“五年前花白的头发今已经全白，全不像

四十岁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

证明她还是个活物。”祥林嫂这副面孔绝望的站在街边，她在想些

什么呢？

提笔写信意味着他需要仔细阅读文章，厘清祥林嫂的生平遭

遇，分析祥林嫂悲剧人生的原因、她的性格缺陷、封建社会本质、

文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特点，在与祥林嫂对话的过程也是

学生将自己置身于祥林嫂处境中，结合时代背景会更好的体会鲁

迅对祥林嫂背后的代表的当时封建社会社会底层女性群体的“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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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学生对写作经验的总结

课文赏析课中一定会有对叙事方法、抒情方式等手法及作用

的分析。一方面分析写作手法有助于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掌

握答题技巧。另一方面教师在带领学生分析写作手法后，可以趁

热打铁布置仿写任务，让学生动手操作，更熟练的掌握写作技巧。

比如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作者在描写荷塘时将正面描写

和侧面描写结合，利用多种感官的配合，还使用大量修辞手法包

括比喻、拟人、象征。教师可以在全班赏析荷塘、荷花的描写后，

让同学们尝试着选择文中的几个表现手法来描写自己喜欢的植物，

再和课文进行比较，领会作者的小巧思。景物描写在学生的记叙

文写作中是必不可少的，平时的片段练习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一些

艺术特色的经验，在以后的习作中会自然的将这些表现手法运用

到各种景物的描写中。

2.2随文练笔在阅读教学中的问题

（1）随文练笔徒有其表

并不是每一篇课文都适合随文练笔，也不是每一篇课文都适

用相同的任务。如今很多一线教师都知道要使用读写结合教学法，

但是设计的小练笔任务并不是很贴合阅读和写作教学的目标，如

果只是为了给学生布置小练笔、为了读写结合而忽视了这个任务

可以帮助学生得到哪方面的提高，那么这个练笔就只是浪费学生

时间，甚至是打消学生创作的积极性。

（2）随文练笔中的读写教学比重不当

很多教师认为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是会相互转化的，所以在

把握阅读与写作的教学时间上缺少分界线。比如在阅读教学中集

中于阅读课文，忽视了与课文的时代背景等相关线索也是值得联

系发散的资源。又或者教师把大部分课时分配给文章的理解赏析，

将随文练笔作为课后作业，只顾上让同学们写，而没有足够的精

力花在对习作的评价总结上，久而久之学生也不会重视随文练笔，

只当敷衍上交。只有对学生的练笔提出评价与改进要求，将写作

的内容、手法、学生想要表达的思想和课文相联系，才能起到读

写结合、以读促写的效果。

3　随文练笔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运用方法

3.1 展开联想，补写续写

续写故事是一个将学生和作者的思维紧密结合的方式，它并

不意味着学生可以保留原文中的人名然后随意安排剧情走向，而

是要求在主题、人物背景和风格都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创作，

想象要合理，内容要创新。学生在续写文章之前，就必须了解背

景知识、人物性格、文章主旨，理解作者在写下这篇文章时想要

传达的思想。保守一点的续写，比如《最后一课》韩麦尔先生下

课以后他会做些什么？从韩麦尔或者是小弗朗士的角度想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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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一点的续写，比如《我的叔叔于勒》中“我”一家人和

于勒分开后遭遇了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于勒再次和他们相

见会是社么样的光景呢？

补写和续写的区别在于补写不一定是在文章结尾处，可以是

根据开头和结尾补中间内容，可以是留白部分，根据人物的神

态描写、动作描写来补写心理活动，补充相应的情节和内容。

比如《我的叔叔于勒》中于勒落魄穷苦的形象主要从外貌描写

和船长的口中体现出来，可以让学生补充一些于勒和富人进行交

易的动作和语言描写，让人物形象更立体更饱满。

3.2 群文阅读，比较鉴赏

群文阅读是指单位时间内，围绕同一个议题选择多个文本进

行教学活动，把同主题的几篇文章几本书，放在一起阅读，与

教材同步，或归纳、或对比一群文章或书籍，展开讨论式学

习。在几篇文章横向比较时，也可以布置练笔帮助学生对议题

的思辨。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枣核》、《最后一课》、《晏

子使楚》这几篇课文都是围绕爱国主义精神展开，教师除了单

篇课文赏析，还应该充分利用专题特点，进行横向和纵向比

较。比如国内与国外的文学作品在表达赞美爱国情怀时有什么异

同点，今天如果要给这位主人公颁发奖项，请你结合他的优秀

事迹为他写一份颁奖词。

群文阅读可以以点带面，围绕一个议题发散思维。老师可

以根据爱国情怀这个主题，让同学们查阅教材外的切合主题的文

章，提高学生在课文学习中的参与度。除了让学生搜查文章，

教师也可以推荐书目。比如在这个爱国情怀的专题下，可以让

同学们看屈原的《离骚》、《九章》，结合他不愿与黑暗势力

同流合污的事迹，试理解他的楚辞想要表达的情感，背诵精彩

片段。教师可以布置一些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的任务，培养在

碎片化阅读中收集提取重点信息的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建立

完整的知识逻辑体系。

3.3 整本书阅读，多角度读后感

整本书阅读的本质就是通过统整性的读书形成读书兴趣与习

惯。小初高不同的学情和学习目标，使得整本书阅读有了不同

层次的需要。叶圣陶说过：“单凭一部国文课本，是说不上反

复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

好。”传统模式的读后感可以以问题的形式：如果需要你给同

学们介绍某一本书，你会如何介绍这本书的剧情和精彩片段。

新式的读后感形式就更加多样。比如在教学《边城》节选片段

时让学生阅读原著，布置一个读后感小练笔：根据你对书中几

位主人公的了解，任选一角色，用第一人称以他的视角还原书

中一个片段。这个小练笔最适合揣摩人物形象、心理，在课文

节选中人物形象比较片面，完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随着情节推进

愈发立体，在看完书以后读者对人物的认识一定会比课文更全

面。不同角度的读后感其实是让学生从不同方面去挖掘书中内

容，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想象力，可以从一个具体而精

准的角度深挖发散开，比如天保早就对翠翠情根深种，然而面

对同样喜欢翠翠的年轻热情、嗓音动人的弟弟，在唱山歌的那

一夜，天保在想些什么呢？两兄弟当夜会交流什么呢？这道扩写

题可以锻炼学生语言组织能力，更好把握不同人物的性格差异和

情绪变化，体验一次自己决定剧情的乐趣。

综上，随文练笔在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法中的运用愈发普

遍。在教学前后布置随文练笔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语言

文字的运用能力，培养语感，发挥想象，作者、主人公共情，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可以结合整本书阅读、群文阅读等教学法，布

置针对性的随文练笔，达到读写结合、以读促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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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考虑从多维的角度进行选择转换。从对《舌尖上的中国》

文本的分析中也验证了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其翻译的可行性，充

分证明了“三维转换”理论能够有效指导纪录片的翻译，提高

翻译质量，从而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然而本文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篇幅有限，本文

只选取了第一季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的部分片段进行分

析，在论据方面略显单薄；再者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新兴的翻译

理论，其发展时间较短，需要有更多的翻译实践来扩充理论研

究。虽然生态翻译学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相信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会不断涌入新的

血液，不断丰富其理论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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