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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开门，实践教学引发思考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低语阶段从事一线教学，在

日常教学中，不难发现低年级孩子面对写话无话可说，

无话可写。一提到写话学生就不知所措，也无从下笔。

低段的孩子面对写作的初级阶段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中

高年级面对写作就更不用提了。综合这样的教学背景下，

我们针对“如何培养学生的写话兴趣，发散学生的思维，

实现深度教学。”进行了研究。

研读新课标之后，我们发现课标中更加关注低段学

生在表达与交流上的提升。其实，写话就是迈向表达与

交流之门的起始。打开学生的写话思路至关重要。都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反思自己学生之所以对写话没兴趣，

导致这一现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写作素材比较单一，

如果教师在执教写话时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深挖写作素材，

实现深度教学，从兴趣着手，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这

无疑也会对三年级之后的习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走进门，深挖素材深度教学

（一）片段写话——依托课本教材，回归语文课堂

小学生进入高年级之后，从回答问题或是习作中，

我们不难发现，学生的表达问题百出。小学低段的写话

教学如何做好一个正确的启蒙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著

名特级教师武凤霞说过：“语文课上，教师要让孩子的发

言成’森林’。”需要长成森林的，远不只有课堂上的倾

听与表达。语文课上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碎片化的现象。

教师需要根据孩子好新、好奇、好仿、好问、好胜的这

些心理特点，充分运用图文并茂的语文教材，来激发他

们看图的兴趣和说话写话的积极性，实现片段写话练习，

将写话训练回归到语文课堂。比如在部编本二年级下册

《青蛙卖泥塘》一课中，就可以借助课本插图，创设情

境，让学生借助情境化的扮演进入角色，体会课文所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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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思想感情。

师：青蛙在卖泥塘的过程中，听取了大家的各种建

议，一点一点完善，种上了草，引来了水，课时它的泥

塘卖出去了吗？

师：为什么泥塘还是没能成功卖出去呢？

拓展结合插图看一看：文中还有哪些小动物也来到

了泥塘边，他们又给青蛙提出了什么宝贵的建议呢？

生交流：

小鸟说，这里缺点儿树。

蝴蝶说，这里缺点儿花。

小兔说，这里还缺条路。

小猴说，这里应该盖所房子。

师：是呀，小动物们给小青蛙提供了许多有建设性

的建议，此时小青蛙你是怎么想的呢？

生交流：

（出示改造后的泥塘图片）

师：看到此时的泥塘，你觉得这个池塘怎么样？

整堂教师课借助语文课堂教学，充分的利用教材中

的插图进行情境创设，引导学生依托课本内容，实现多

个片段写话训练，为完整的写话训练打下基础。

正如于永正老师曾经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有效地借

助语文课本，深入的研读教材之后，挖掘课本中可供写

作的素材，给孩子们搭建一个模仿、创造写话的桥梁。

试想二年级的孩子能在教师的引导下，借助课本插图，

长期启发思维，坚持片段写话的训练，其表达能力的提

升，不是指日可待？到了三年级之后，再面对习作还会

一脸茫然与无措吗？

（二）想象写话——巧借绘本阅读，插上想象翅膀

绘本，顾名思义就是“画出来的书”，它具有图画内

容丰富，文字表达简单的特点。绘本还被誉为“上帝送

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被看成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本书。

大部分绘本中总是会留有许多空白，藏着许多意犹未尽

之处，巧妙利用这一点激发学生想象力的有效空间。在

教学中若能巧借绘本阅读，进行想象写话的深度素材挖

掘，适当引导学生进行想象写话，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语言表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经常会跟孩子分享阅读一些绘

本，在绘本中找到孩子感兴趣的“点”，借助绘本中的留

白，鼓励学生大胆想象，进行想象写话的习作指导。

在分享《爷爷一定有办法时》这本绘本的时候，

纽扣的去向是孩子们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抓到这个

“点”，我就抛出了一系列问题：纽扣去哪了 ? 纽扣又变

成了什么？纽扣会一直都存在吗？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

孩子们发挥想象，尝试进行想象表达。

师：钮扣真的消失了吗？它掉到哪里去了？（猜猜

看，讨论）

（出示图画）细心地你肯定发现了，是呀，纽扣并没

有消失，它跑到了老鼠一家。仔细观察小老鼠家里的装

饰和物品，你发现了什么？

师：哎，小老鼠家这一抹蓝色有没有很眼熟？

生交流。

师小结：是呀，你们的小眼睛可真亮呀！每页书不

仅有小男孩一家还有老鼠一家呢！一本绘本，两个世界。

这就是这本书更奇妙的地方。

这颗纽扣来到了小老鼠家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呢？课后请同学们试着发挥想象，创编故事的后续，再

分享给同学听一听。

通过开展不间断的绘本阅读，成功从最初的一年

级读绘本、画绘本、说绘本到二年级提炼出适合自己

班的绘本，针对写话感觉较难的学生，减轻他们的畏难

情绪，根据绘本看图说话、续写绘本、创编绘本，从而

让孩子在绘本阅读中无痕过度，并逐步提高说话写话的

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参与性和趣味性，让学生乐于学

习，乐于表达。借助绘本阅读，给写话教学插上想象的

翅膀。

（三）记叙写话——记录生态日记，立足生活实际

在教学中结合学校生态特色的主题，立足学生的生

活实际，选择学校场所中有趣的一景一物，通过绘画的

方式消除学生对写话的刻板印象，形成趣味的写绘一体

的生态日记。

在班级中，为了让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满活力，日常

课间可以有东西去观察。我在教室里设立了活力生态角，

学生通过在塑料瓶中种上地瓜，给他们浇水施肥；再进

浴缸中，养只小乌龟和金鱼，给他们定时喂食。在学生

学习的空余时间，我会经常和学生一起观察生态角的变

化，观察地瓜有没有发芽，藤蔓有没有边长，乌龟今天

是不是又爬到横台上晒太阳，金鱼们有没有在水里相互

追逐，通过观察提高学生的兴趣，同时还指导学生将生

活中的点滴通过自己的绘画或者运用生态日记的形式把

这些都记录下来。

借助生态角，使学生有话可说，通过生态日记的方

式，激发学生对生活中写话素材的挖掘，留心观察生活。

写话素材，兴趣先行。将课堂和生活相结合，对提高学

生习作水平的研究有了贴地行走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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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题写话——开发项目学习，实现深度教学

项目学习基于真实的社会和问题环境，可以更加主

动带动学生参与的一种综合性学习方式。项目式学习更

加着眼于学生多样的学习方式转换，将学生的在校生活

与自主探究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本学期学校开发了多个主题的项目式学习活动，九

月以“水”为主题，十月“纸”为主题，十一月以“”

为主题，十二则以“灯”为主题。在学校大的项目式学

习主题下，学生每月围绕一个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活

动和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主题写话成为

了一个很好的契机点。

以十二月的“点亮一盏灯”为主题的项目式学习为

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研前的推荐阅读关于灯的书

籍《宝莲灯》，学生通过课前搜集整理灯的资料，听妈

妈讲灯的故事，实现了对写话素材的积累；研中，各学

科老师围绕主题根据自己学科内容知识进行整合，动手

制作灯笼博物馆和生态灯，学生亲身经历有深切的体会，

使学生有话可说。研后，对主题进行总结和推广应用，

学生以连环画的形式讲灯笼制作的过程画下来，写下心

中未来的灯。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把书本死知识变成

活活动，从活动中获取活知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注重项目学习，让写作有感而发；落实项目学习，

实现深度教学。这种主题式项目学习的方法，使我们的

小学语文课堂也发生明显的变化。改变了以往老师写话

课上满堂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的教学方式。这

样一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教学的全过程，真正的实现深度教学，赋予习作以

生命和灵魂。

三、走出门，高阶思维实现落地

从片段写话到想象写话，再从记叙写话到主题写话，

四步并行，循序渐进。写话，的确是有“技”可循的，

我们可以就这样在点滴教学中，让写话真实发生。通过

这一阶段我们对低年级的写话教学进行的多角度的尝试

和摸索，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了学生对于写话不再充满恐

惧和无奈，学生乐于尝试从生活中去写话。通过多种多

样的写话素材结合各种途径和手段进行深度教学，学生

逐渐对写话有了自己的想法，结合每日的读书打卡，孩

子们慢慢开始将自己的感受通过读写绘作品展示出来，

班级档案夹得成立，也让孩子们一点点积累了自己半年

来的写话成果。由易到难，由扶到放，循序渐进的进行，

为中高年级的写作教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总之，写话兴趣着手，教师深挖素材，实现深度教

学，启发高阶思维。激发学生对写话的兴趣，培养学生

说话写话的能力，让学生高阶思维落地，让语言之花朵

朵盛开。一路以来我们，不断扎实前行。

参考文献：

[1] 吴朝先 . 给低年级小朋友创设说话写话训练情境

[J]. 读写算 .2014（17）99-99，100

[2] 吴春香 . 写话素材精心选语言之花朵朵开—谈小

学低年级语文写话的有效指导 [J]. 农家参谋 .2019，（17）

[3] 张婷，黄美华 . 二年级探究式写话项目训练 [J]. 教

育 .201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