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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语文教学拓展环节绘本的读与写 
马春兰  买娟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第三小学  750011；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一小学  751100） 

摘要：根据小学低年级写话教学的需要而选取绘本资源是学生说写的肥沃土壤。本研究立足于小学低年级阅读教学拓展性阅读
的实践，通过对我校二年级部编语文教材中的写话和绘本阅读有机整合，不但丰富了学生的说写素材，也为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的
培养搭建了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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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学生写话通常以四要素句进行“仿写句段”，或者

是“连词成句”，进行训练，虽然培养了学生的写话能力，但却局

限了他们形象的、情感的、愿望的语言表达特点。为了推动低年级

阅读教学的拓展阅读，绘本是很适合他们的。“儿童是用形象、色

彩、声音来思维的（苏霍姆林斯基）。”绘本图文并茂、色彩斑斓、

幽默夸张的画风，能给小学生的思维和想象提供无限可能。尤其是

“欲言又止”的故事情节，与写话教学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激发学

生“异想天开”的表达愿望，还让写话十分有趣。说学语文教学中

的拓展环节是与学生学习语文的课外相结合，体现“大语文观”的

有效途径。通过学习课例，配备相应的单元主题一致的整本书阅读，

能够让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体现，让学生喜欢上语文，喜爱上阅读。

读写不分家，通过输入性的读，可以让学生进行输出性的书面表达。

才能让语文教学丰腴和完满。 

一、整合群读，激发写话兴趣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爆发”，“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低年

级学生词汇储备甚少，阅读贫乏，写出完整的句子是很困难的。写

话教学中，我选取内容相近的绘本引导孩子们进行对比阅读，从而

达到储备“源头活水”的目的。如，部编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的写话训练主题是“介绍我的好朋友”。在课下布置绘本群读任务：

亲子互读，或自己读《我的优点是什么》、《好朋友》、《让路给小鸭

子》、《两个好朋友》、《我不知道我是谁》等，然后通过 “午读课”

中的“阅讲课”让他们尽情展示，分享自己的读书喜悦，同时也引

导他们注意介绍人物时要抓住人物的特点，有顺序的介绍。绘本群

读时，不断给他们各种“头衔”，如“书孩子”“读书明星”“小书

虫”等，遵从学生的心理特点。“泰山不拒细囊，故能成其高”，绘

本之美，在于言简意赅的内容，抽象绚丽的画面，如此“窈窕淑女”，

符合低年级小学生“好逑”的心理特点，也为写话素材的积累起到

了“无意插柳”的效果。 

二、精读片段，拓宽想象空间 
如果整合群读是“一览众山小”，那么精读片段就如“那人就

在灯光阑珊处。”结合部编教材二年级语文上册写话内容《我的好

朋友》，我班开展精读绘本片段训练活动，为学生写话给予方法上

的引导。例如，绘本《我的优点是什么》的封面上是一个典型的日

本女孩子，大大的眼睛，红扑扑的脸蛋，但好像没有这个年龄孩子

该有的阳光笑容，她为什么事而困挠着呢？在写话教学时，出示绘

本画面，用自己的话说说女孩的样子。孩子们能观察到画面女孩的

外貌特征，还能想象出女孩的心情。此刻，我会给孩子留白，鼓励

他们释放想象的能量。通过对绘本中小女孩的描述，试着介说自己

的朋友。在前面思维语言的搭桥下，此刻写说“水到渠成”，难度

自然降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就期待学生在不同的台阶都

能摘到自己的那个苹果。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想象

作为写话时情境创设的重要手段，是学生思维的本能和天赋，绘本

便赋予了神奇的发生。 

三、自读绘本，自创写话 
（一）仿写  

模仿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比如，汉娜·胡斯的绘本《喂，小蚂

蚁》，鼓励孩子在家先认真读，然后在写话教学中，仿照作者的表

达方式写一些自己与小蚂蚁的对话；最后分享所写，把书写美观、

语句通顺的写话作业进行全班展示，让孩子在夸赞中感受蚂蚁也有

自己的伙伴和家园。孩子的世界是好奇和神秘的，老师的引领会让

他们对“默默无闻”的小蚂蚁发生浓厚的兴趣。儿童写话就是一个

由模仿到独立写作的过程。学生在探索作家笔下描绘世界的过程

中，尝试用文本中精彩的语言表达方式，加深对绘本内容的理解。 

（二）续写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1-2 年级的写话目标是：“对写话有兴

趣，写自己想说的话。”续写是对绘本故事的延伸和拓展。如，绘

本《月亮的味道》中，动物叫来了很多动物还是够不着月亮，正如

“老鼠先爬到乌龟身上，然后爬到大象的身上、长颈鹿的身上，然

后……”然后会发生什么？有的孩子写到，然后动物城里的老虎爷

爷叹着气说：“月亮很高很高，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永远也够不到！”

有的写到，然后飞来了一架飞机，带上他们去找月亮。……孩子的

世界里充满了无限神秘的色彩，时而穿越时空，时而天上人间，他

们的“奇思妙想”真让成人“瞠目结舌”。说是写的前奏，此时让

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按学生的实际能力写，都是最好的。 

（三）编写  

编写绘本故事，自创编辑绘本书册是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写话

和想象力给予了极大的挑战。我们课题组通过对实验班学生语文拓

展环节之整本书的阅读，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写话训练，通过读达

到写的目的，让单元整本书阅读有的放矢，落地有声。因此，教师

平时要鼓励和启发学生留心观察，通过课后的整本书的阅读和积

累，学生用自己的笔和心，进行加工和编辑，可以以灵动的书名给

自己的“绘本”取个雅号，通过一系列的加工和编辑，一本属于孩

子们的“绘本”便跃然眼前。“语文是最开放的，最容易和社会发

生联系的学科。（崔峦《大力改进小学语文教学》）”二年级时，我

班的一个女孩就把学校运动会开幕式的场景用简笔画表现的栩栩

如生，有在楼梯上匆匆下楼的整齐队形，有卡通人物方队入场的班

级，也有跑道上你追我赶的运动健儿，……。这就是孩子心中的运

动会，真令人惊叹不已。并且有幽默搞笑的语言备注，让大家看了

有一种赏心悦目之感，其他同学爱不释手。 

阅读是学习语文的永恒旋律，而绘本已经成为低年级小朋友阅

读的良师益友。在低年级进行拓展性阅读，不但有条不絮的进行，

而且要有趣味性的进行写的呈现。学生通过阅读绘本，然后以绘本

的形式进行创作，本身已经是一种成功的体现。教师如果将写话与

之巧妙结合，进行有序引导和训练，绘本的阅读价值会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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