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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朗读为写作垫好第一块砖
 ——谈朗读在推进低年段写作的意义

曾庆联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枫下小学，广东 广州 510700）

摘要：处于中高年段的教师，对引导学生进行写作创造应该都有深刻的印象，个别老师或许还会碰到这一种情况：当自己很努力地

指导学生完成一个习作话题后，在碰到另一个题材、主题时，大部分学生的表现却又是重头开始。这给人当头一棒，无力感、心力交瘁、

无从下手由心而生。自那偶然的接触并在教学中作出些许的调整——实施充分朗读、背诵每一篇文本后，却让我有了另一翻的感悟：朗

读为写作垫好第一块砖，这块砖放稳放好了，习作之路就会平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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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阅读训练。低年段的朗读更有无以

取代的地位。它是打开写作之门的敲门砖。

一、迅速形成语文概念

刚进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只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叫《语

文》，但学语文学什么，他们不知道。这时，过多的解释对于刚

进小学的小朋友也是没多大有处，那怎样做呢？对，那就是读，

打开语文书，一篇一篇地读，最后做到熟读成诵。在一次次的朗

读中，在形式多样的朗读中，孩子们知道了圆圆的太阳中间加上

一点，那就演变成“日”，像流淌的水那样形态的图型就是“水”，

这些就是象形字。又在一遍遍的朗读声中，孩子们走进了神奇的

汉字王国，领略了那一个个那嵌在教科书当中的小蝌蚪叫汉字，

它们是有声有色，有形有样的。

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第一课《秋天的图画》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稻海翻起金色的

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当学生在老师的特别引导下配上

动作与神态，小组读、齐读、师生轮读等这样的让学生始料不及

的朗读形式后，一个又一个学生上台给课文配上了一幅的美丽的

风景图，对秋天的风景有了实实在在的触摸，“秋天”在孩子们

的心中“活“了起来。看，有效地读再加以适当的点播，有效地

填充了学生对一个个生硬的文字有了鲜活的感受，并形成画面，

使整个人的内涵丰富了，细腻了。并且让学生在这牙牙学语中认

识了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段话，为学生的个人精神领域注入

了更多的元素和可创作的元素，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性与可塑性。

二、让有话说一步跨到有话写成为可能 

安静的课堂需要朗读来打破，平淡无奇的阅历需要朗读来丰

富。低年段的文本充满趣味性、生活性，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这样，在一遍遍的朗读声中，学生与一篇篇的文本发生了链接，

并有了个人的内心的思考，再加以老师的点播，一个个的问题、

一点点的收获便在朗读的基础上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最后让有

话说落实到有话写的飞跃。

人教版二年级有一篇课文《小鹿的玫瑰花》，我在引导学生

多种形式朗读的基础上，就一句平常的问题：“你读懂了什么呢？”

一个学生说他读懂了“惋惜”这个词语的意思，一个学生告诉同

学他知道这个没说完的省略号后面隐藏的话语，一个学生说他可

以换一个结尾（改编）……一个小问题带出了一串的话语，这都

是因为有了充分的朗读才让学生有话可说。学生进行写作的成长

过程就是要遵循着从说到写，只有能说清楚了，才能有话可写，

才能写清楚。这样经过长期的训练后，从写一句话、几句话到一

段话一篇文章便容易了。当然在交流过程中，又训练了学生的一

些语文能力，如引导学生讲话要一点一点讲清楚，让人听得明白

自己在讲什么；分享过程中不要什么都讲，就讲自己最感兴趣，

重点讲详细，还可以把自己心底的疑惑、好奇提出来……既训练

了语言组织力、思考能力、敢于表达自己观点，又锻炼了孩子们

的胆量与想象力等，为写作创作做好了有力的保障。

三、积累，提供创作的源泉

借用朱熹的《观书有感》的两句诗句，第一句是”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活头源水来”，它说明了“活水”的引入才能让那

方池塘清澈见底；第二句是“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它告诉人们正是有了那汪春水，那艘巨舰才得以“自在行”，学

习上的“那汪春水”便是积累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谈起的那几句诗句都是

小时候背下的，讲到读过的书也是在学习时期读的……这说明从

小记下的东西记得牢、记得久。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就如同一块

海绵，你不停地往这上面浇“水”，它会变得越来越饱满。而自

来就有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一个人长时间被

诗词熏陶，怎么也会受影响？同样的，一个人肚子里尽管没有多

少“墨水”，但你只要提前给他备下充足的储备，在面对今后碰

到的相似或近似的情境，本人总能从自己的头脑储备中搜寻到类

似的那点合适的东西。朗读正是很好地满足了人的这一点优势，

在一遍遍的朗读声中，记下了某一个词；在一遍遍的朗读声中，

记下了某个优美的片段……

人教版《桂林山水》是一篇典型的描写山水的文章。课文写

漓江的水那一段：“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

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

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在前面三年级学过一组写

景的文章，在园地当中有一段描写花草的句段，学生都已背下来

了，这时，学生脱口而出：“草地真软啊，就像铺上了一条绿地毯；

草地真绿啊，绿得就像被春姑娘泼了一大桶颜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