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1007  

教育科研 

落实语用训练，提升学生表达能力 
◆赵春英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泉园第二小学  110015） 

 
语文新课标有这样的表述：“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

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一说法明确表达为语文课程的
目标和内容需要聚焦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为此，语文教师要
转变传统的阅读教学观念，改变过去重分析、理解，轻积累、运
用的阅读教学。语文课要以教材课文为范例，让学生感受到课文
表达与谋篇的特点与方法，继而把习得的方法迁移到写话和习作
中，在具体运用中提升写话、习作能力。这是语文学科实现工具
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需要。 

那么，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落实语言文字运用的训练呢？笔者
做了如下尝试： 

一、以语用的眼光解读文本。  
教师备课时要从语用的角度出发解读文本。找出课文凸显的

表达形式，体会表达形式所承载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文章拟
题特点，构段特殊之处，首尾如何照应，过渡句的妙用，有没有
可以拓展开去的空白点，哪里才是落实读写的绝佳处等等。这样
才能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在关注文本“写了什么”的同时，也让学
生明白是“怎样写的”，为随后的写作训练做积累。如此备课、
教学，既深化理解了文本内容，也提高了写作的能力。 

二、以语用的眼光落实思考题 
1.关注课后词句训练 
语文教材课后思考题的编排特别注重语用训练。精读课文的

课后思考题大多都是关于词语、句子的理解和运用训练。有的思
考题是先理解加点词语的意思，再说一句话；有的是县体会句子
的表达特点，再学仿写。把这些思考题与课文教学有机结合，读
写不分，有效落实。 

2.关注课后拓展训练 
以三年上册教材编排为例，32 篇课文中，有七篇课文的后

面安排了小练笔题目，另外四篇课后安排了讲故事，还有的安排
了演一演、向家人请教、研讨会等等，所有的安排都是指向了表
达训练。 

教师要结合练笔题目找到课文中相对应的段落，启发引导学
生详细研读，学习表达方法，为小练笔做好准备。例如：《珍贵
的教科书》课后安排的练笔是：读读第二自然段，学习这段的写
法，把“今天，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好”这个意思写具体。这样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要弄清楚第二自然段有几句话，每句话都
写了什么？这几句话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要引领学生在明白
写了条件艰苦的同时，更要让学生体会到这段的总分的构段特
点、和特殊的句式——排比句三个“没有....就...”把当时的艰苦
情况写得非常具体。只有让学生理解了这段的构段方式和表达特
点，才能为学生的小练笔打好基础。 

三、以语用的眼光设计训练点 
这类训练点的设计难度较大，要考虑年段目标、单元目标、

学生生活经验、语境需要等因素。语用设计不能偏离文本语境，
要有助于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和体会。 

1.抓住重点词句设计。教学《搭石》第 4 自然段时，抓住“理
所当然”一词来进行语用训练点的设计。引导学生理解“理所当
然”的意思后，让学生想想：还会遇到哪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呢？
“假如有早上上学的孩子来走搭石，                     ，
假如             。”在写话中加深了对理所当然的理解和对乡
亲们美好情感的理解。 

2.抓住课文留白设计。《倔强的小红军》在学习陈赓与小红
军的四次对话是，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体会了第一、二、四句话中
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节描写，在第三句话“不，你先走，我
还要等我的同伴呢”这个地方设计了一处补白训练，想想当时小
红军神态、动作会是什么样的？让学生说一说，既能加深学生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也能训练学生对细节描写的运用。 

3.去掉重点词语比较。《庐山的云雾》第三自然段，把“刚
刚”“转眼间”“还没等看清楚”去掉再读一读，比一比，体会用
上这些词就能感受到变化的非常快“瞬息万变”。 

4.仿照重点段落写写。《庐山的云雾》它是总--分的构段方
式的经典范例，所以本课书面表达的训练点设计为运用总--分段
式写一处景物，用上比喻句这种表达方式。 

5.启发合理想象仿写。《火烧云》一课在引导体会作者是怎
样把火烧云（3—6 自然段）写的具体美丽的时候，教师提供了
一些图片，启发学生想象，进行仿写训练。 

6.关注标点拓展续写。关注课文中的省略号“......”《庐山的
云雾》二三自然段结尾都是用的省略号，这就是语用训练点，引
导学生想象，做仿说训练。 

7.临时生成及时训练。教师在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随时关
注学生的思维和表达，在学生表达有困难的时候，教师启发、引
导、帮助学生完成完整的表达；在学生观点有有错误的时候，教
师要及时纠正。教师要善于抓住这些临时发生的情况，规范的表
达训练。 

四、以语用的眼光取舍教学内容 
1.一课一得，不贪多。作为语文教师我们都知道，就一篇文

章来说可进行语用训练的点很多，取舍很难。这时我们就要根据
学段目标、单元重点从写的角度来定取舍。我们要有课时意识，
哪些是第一课时该教的？哪些是第二课时的教学内容？心中要
有数，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我们可以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深入
一点重锤敲击，在一点上做扎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课一得，一
课两得。 

2.贴近生活，给支架。学生对说话、写作不感兴趣， 重要
的原因是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所以，我们设计语用训练时写
什么，是要写看得见、摸得着、贴近学生生活的。阅读时重点关
注作者怎么表达的，开写前教师要提供素材，开始写时，教师要
为学生搭坡到、给支架，降低写作难度，提升写作兴趣。 

落实语用训练，提升表达能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只要
我们将一篇课文的教学着眼点放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运用上，就
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有效地将内容的理解和语言的运用和谐
统一起来，从而提高语学生的表达能力。  

叶圣陶先生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
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确实，教材
中精当的用词、多变的句式、丰富的修辞、生动的描述、严密的
说理、巧妙的构思……这些都是语用训练的素材。我们应该根据
课程年段目标、单元目标、教材特点及学生实际，捕捉和挖掘文
章蕴含的语用训练点，精心设计阅读教学，切实提升阅读教学效
率，提高学生综合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