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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大作要从小作启——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小练笔策略探究 
◆邓文英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陈江东江小学  广东惠州  516229） 

 
摘要：当今国内教育中，国家高度重视语文教育，教育局推出了一系列

新课改，目的就是提高全民的语文文化素养。语文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

的文学课程，自古就有其雏形。随着历史的演进，国家与国家交流的深
入，拼音、笔画、字词等的探讨融入了全球各地。其中语文作文也占了

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作文是人们结合所学所得而总结出的体会，在语

文教学中，作文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师们针对作文这一占比极高的
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策略探究，提出了大作要从小作启的方法。这是为

了让学生从日常生活切入，从日常的简短作文开始锻炼自身的语文写作

能力，进而放眼着手大作，将从小作文的所学所得融入到大作中，进而
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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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语文中，不少学生对写作这一块充满着无从下手的恐

惧，教师也因此焦头烂额。如何下笔、下笔又如何美化辞藻、会
不会离题等等问题始终盘旋在写作的同学中。但是写作是考验学
生语文水平的一项基本标准，只有通过写作，做出完整的语句文
章，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从小练笔获得创作大作的启发，可以
让学生通过日常的小练笔提高日常语文写作的密度，进而加强语
文的训练程度。语文教材是环环相扣、层层渐进的，而通过日常
写作，学生的创作能力也会因此突破。新方法带来的效果不言而
喻。 

一、语文课堂中的随堂小练笔 
课堂是语文教学最重要的场所，教师的教学新思路可以有效

提升课堂质量。写作课堂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写作产生兴趣，并
有能力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在这一方面，教师可以有很多
种创新方法[1]。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有序组织学生对教材中的课文进行续
写。例如在三年级下册的语文教科书中，有课文《荷花》，作者
由观赏荷花进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变成了一朵荷花
在池塘随风摇曳。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随堂任务，比如对课文进
行仿写。如此一来可以了解学生是否充分理解了这篇课文，在仿
写后也可以提升同学们的文学素养。 

续写也可以成为一个创新秘诀。在课本中，《陶罐与铁罐》
这篇课文发人深省，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阐述着值得人们深刻反
省的道理。在文末，人们只见陶罐身影却不见铁罐，教师可以在
课后让学生进行简短的续写，描写陶罐的心理活动，通过陶罐的
想法表达自己对文章主旨的理解。 

课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向教师和学生展示了《清明上河
图》的动人风采。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提问，是否还
知道其他的著名画作并对自己了解的进行描述而写下来。如此不
仅仅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更是一个锻炼学生写作能力的机会。 

随堂小练笔通过简短的课内与课外小作文，让学生的作文得
到了充分的锻炼。基于语文教材的整体性，教师可以改变让学生
一周一篇周记的作业布置方法，而转化成每日小练笔或者小日
记，如此积累形成素材本，通过简短小作进而为大的作文提供丰
富的创作源泉。 

二、策略探究的基本原则 
（一）学生主体性原则 
在日常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明确地把学生放置于中心

地位，对每个学生进行密切关注，通过日常作业了解各个学生的
写作风格进而更好地沟通指导。学生要充分表达自己，在日常小
练笔中不要存在害怕犯错误的心理，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俗语自幼
就家喻户晓，只有日常作业多犯错才能增加改进自我的机会[2]。 

（二）激励性原则 
既然提到学生的犯错不可避免，那么教师应该正确对待学生

的错误，甚至可以创新对学生的指导制度。教师可以激励性的教
导学生，让学生产生写作的欲望，对待犯错的学生可以采用“怀

柔”政策，对学生的问题细心分析解答，进而避免学生对语文写
作产生恐惧感。 

（三）实践性原则 
行动是实现目标的基本方法，教师应注重实践性，多多关注

学生的写作状态与写作成果，及时根据实际调整课堂方式，进而
创造更好的语文教学思路。 

（四）创新性原则 
大作要从小作启就是一个大方面的创新，而小方面的创新就

藏在学生日常的小练笔中。在日常学习中，学生要敢于突破，勇
于犯错，如此才能突破陈旧的思想牢笼进而用新思路、新方法表
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教师也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的、固
定的课堂教学方法，让学生更有兴趣地接受知识。 

（五）循序渐进原则 
在日常的小练笔中，学生通过课文难度的逐渐加深进而进行

由简到繁的写作练习，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可以从最
初的仿写、续写进而加深，开始创作新思路。 

（六）因材施教原则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人亦如此。每个学生都存在个

体差异性，有的学生理解能力强，也许一读课文就可以进行随堂
小练笔的写作。而有的学生理解能力差，也许需要稍加点拨才能
理解文章主旨。对于这些情况，教师应该给每个学生制定不同的
学习计划，需要遵守因材施教的原则。 

三、策略探究的意义 
大作要从小作启的策略探究充实了语文写作的教学方法。生

活中多姿多彩的事情时刻发生着，素材本是捕捉日常中创作源泉
的工具。小练笔因为篇幅短小而难度略低，每日的练笔可以使学
生保持写作的状态，而推翻一周一篇周记的压迫心理。如此创新
形式大大降低了写作沦为学生负担的可能。 

四、结束语 
语文教学应该多多创新形式，如若教师改善死板沉闷的课堂

环境，转变为活跃互动的课堂方式，学生的创新思维将会被无限
带动。创设大作从小作启的小练笔模式，让学生一改对写作的恐
惧常态，反而对写作产生了兴趣，进而愿意投入更多精力在写作
上，如此创作的文章也充满了灵性。而教师也不会像往常可能因
学生的作业滥竽充数而懈怠批改，而是会更多地与学生进行纸上
互动。如此一来形成了良性循环，学生的思维多角度、多方面的
发散，提高了写作课程的质量，也推动了语文课堂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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