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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之处，遍地“花”开 
——浅谈低年级绘本教学中“留白”艺术的运用 

◆汪  彬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小学） 

摘要：绘本是“画出来的书”，是一类以绘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书

籍。它不仅是讲个简短的故事，欣赏几副简单的图画，而是透过浅层的

表达获得深刻的道理。绘本本身极具趣味性、传达性、欣赏性，是低年

级学生爱上阅读、享受阅读的关键。在绘本阅读教学中，教师大都采用

讲述法、想象法、游戏法、写绘法等方法，但这些方法还是以教师为主

导，学生在教师无形的手中去接受知识，而非主动获取知识。所以在绘

本教学中“留白”艺术的使用也尤为关键，通过教师所留之“白”，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引起学生的思考、创造、想象，促进学生学习主动性

的发挥，形成学生广阔的知识来源和丰富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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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留白” 
罗丹雕塑《沉思者》里那沉思幽怨的眼神，令人百感交集。

达芬奇《蒙娜丽莎》中那神秘淡然的微笑，让人浮想联翩。 齐
白石《蛙声十里出山泉》里，只画了区区十几只蝌蚪在湍急清泉
中游动，便营造出“听取蛙声一片”的意境，这都是留白的结果。
所谓“留白”，原是指书画艺术创作中为使整个作品画面、章法
更为协调精美而有意留下相应的空白和相应的想象空间。这样的
艺术技巧不仅限于书法绘画，也常常被使用于音乐创作、电影制
作、教育教学工作中。 

《新课改》就课程目标明确提出：反对过于注重知识传授，
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
的达成。换句话说，如果过去是明确地告诉孩子这个词的词义、
这段话的段意，这篇文章的文旨，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强调要“留
白”。教师只提出疑问，需要学生自己通过各种途径答疑解惑，
自己查阅资料找词义、归纳段意、概括文旨。语文教学中之所以
需要留白是因为，语文教学的三维目标要求课堂教学必须留白。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课堂教学也必须留白，而我因此更加重视阅
读留白。 

二、如何“留白”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说：

“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
阅读，再阅读。[1]”可见阅读对语文学习的重要。在上低年级绘
本阅读课时，1-2 年级的学生还停留在快速浏览画面的阶段，绘
本中的文字一般都一扫而过，以至于没有达到阅读绘本的目的。
那么我们应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这些图画，如何在绘本阅读中运用
“留白”艺术呢？ 

（一）观察设疑，扎下兴趣之根
在挑选绘本时，我就会选择封面颜色较为鲜艳，画面充满童

趣的绘本，这样能第一时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提起他们的阅读
兴趣。我抓住低年级的学生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较为感兴趣的
特点，往往选择以熟悉的动物为主角的绘本进行绘本启蒙教学。
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逃家小兔》、《爷爷一定有办法》、《我
是霸王龙》、《精灵鼠小弟》、《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你看起来好
像很好吃》、《五只小猴子》系列、《木偶奇遇记》等。在绘本教
学之前，我先不急于为孩子介绍绘本的内容，而是留下足够的时
间给学生观察封面，引导学生观察封面的图画、颜色，说出自己
第一眼看到绘本时的真实感受。然后带领学生了解作者姓名、生
平及出版社等信息，让学生对书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后我会
和学生一起咀嚼标题，鼓励学生就标题提出自己的一系列疑问，
并反复强调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细心阅读来答疑解惑。 

以《猜猜我有多爱你》为例，孩子们一看到这本书，就被充
满童趣的画面所吸引：一只小兔子笑嘻嘻地把两只手挂在大兔子
长长的耳朵上，大兔子微微低下头和蔼地盯着小兔子的眼睛。这
时，我把绘本高高举起，让孩子静静观察仔细思考：你喜欢这部
绘本吗？它哪里吸引你了？封面上有什么？你知道这本书是谁
写的吗？看到标题，你有什么疑问？想自己打开看看吗？导入留
白给低年级的孩子设置了疑问，用一系列问题开拓孩子的思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喜欢这部绘本，因为那只小兔子好可爱，它挂在大兔子
的耳朵上荡秋千。”“这肯定这句话兔妈妈对兔宝宝说的话，因为
题目叫猜猜我有多爱你。”“兔妈妈到底有多爱兔宝宝，是不是像
我妈妈爱我一样，我想看这本书”……整堂阅读课，孩子们都聚
精会神地观察阅读思考；课后，孩子们纷纷跑到我面前想看看我
还带了哪些有趣的绘本。读一本绘本，让学生爱上所有绘本，这
不正是我们殷殷期盼的吗？ 

（二）抓住主线，发起智慧之芽
在共读绘本的过程中，我改变以往时时停下来设置问题的方

式，而采用围绕一根主线提出关键问题，一堂课解决一个问题的
形式，变多为少，变繁为简。这样学生的阅读脉络清晰了许多，
学习目标更为明确，阅读难度也大大降低。围绕一个问题并不代
表着只提一次问题，而是精读绘本之后，把关键问题进行归纳，
然后在共读绘本的过程中反复围绕这个问题提问，引导学生理解
文字图画背后蕴藏的深意。 

在共读《爷爷一定有办法》时，我就紧紧围绕“爷爷又把它
做成什么了”这个问题而展开。“爷爷把心爱的毯子变成了什么？
爷爷把外套变成了什么？外套之后，还可以变成什么？”“做成
漂亮的蓬蓬裙，做成有民族特色的披肩，做成漂亮的围巾，做成
精美的蝴蝶结。做成大白的领带，做成功夫熊猫的袜子，做成温
暖的小手套，做成兔宝宝的小耳朵……”“那《爷爷一定有办法》
只是为了告诉大家，作者有一个能干的爷爷？爷爷把毯子变成外
套，把外套变成背心，都是为了谁？”“为了心爱的孙子。”“是
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爱，爱让爷爷想尽了办法把孙子心爱的毯子
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爱让人们充满了力量。那你的身边也有这
么爱你的人吗？他做了什么让你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呢？”“我的
妈妈，她天天变出不同的早餐给我吃。”“我的爷爷，他每天都要
接送我八次。”“我也很爱我的妈妈，我每天都做好作业，不让我
妈妈操心。”“那回家能不能给爱你的家人，送上一个爱的吻呢？
爱，要善于表达，回家试试吧！” 

孩子们边听故事，边积极思考，答案虽五花八门却给我带来
重重惊喜。教学过程的留白，不仅能帮助孩子加强对文字内容的
理解，更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我们可
以做的就是引导学生抓住主线，以学生固有的经验，对文字没有
表达的内容进行创设想象，从而获得从绘本中带来的独一无二的
快乐。让这快乐的主旋律不仅飘扬在阅读的课堂里，也飘荡到课
外的阅读世界。薄薄的一本绘本，在“留白艺术”的运用下就读
厚了；短短的十分钟的阅读时间，在一次又一次观察想象推理中
变得绵长；思想也在一次次留白，一次次推理、一次次交流中得
到了锤炼。我想这就是绘本阅读的魅力所在，这就是留白艺术的
乐趣所在。 

（三）创编结尾，开出想象之花
绘本与其他类型的书籍 大的不同，在它的文字很少图画很

多，所以赋予它的想象空间极大。特别是在绘本结尾时，很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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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采用开放式的结局，让孩子可以浮想联翩。如《逃家小兔》
的结尾——“终于，小兔看到了妈妈，一头扑进妈妈的怀抱”。
小兔伤心地说：“妈妈。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兔妈妈把小兔紧紧
地拥进怀中。这时我会发问：“故事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吗？小
兔会不会再次离开家呢？下一次离开它又会藏到哪儿去？谁来
说说？”话音刚落，很多同学脸上满是兴奋的表情，他们七嘴八
舌地说着：“小兔子在学校作业太多，肯定又逃跑了，它又逃到
我们学校来了，它变成我们学校墙上的画；小兔子变成蒲公英，
这儿飞飞那儿吹吹，妈妈再也找不到它了；小兔子以后每年都逃
跑一次，但都被妈妈找回来了；小兔子肯定不会再逃跑了，有这
么爱它的妈妈，它为什么还要逃跑呢？”纸上由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让孩子们说再多不如让他们去写。说完之后，我会
带着学生在事先准备好的小卡片上续写结尾，短短几句，寥寥几
行，这些卡片就包含了孩子对文章的理解，孩子对文字的深情，
卡片也拥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写好之后，大家都把卡片贴到教
室后面的“智慧树”上，你的结尾我来鉴赏，我的结尾你来点评，
想象之花就在这棵“智慧树”上悄然绽放。 

结尾处的留白，在阅读教学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帮助孩子
提炼中心思想，提升主旨的关键。开创式结尾，就是为了让学生
的思想火花得到碰撞，就是为了让孩子在无边无际的想象中，用
自己的语言说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阅读感受。所以每到尾声，我都
会故意停下来给学生足够的想象余地，让每一个学生都用自己的

智慧创编结尾，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这本书独一无二的作者。 
三、留白之美 
留白只要是留得其所，那便不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技巧。

它的存在是为了让学生握紧学习的指挥棒，奏出自己的阅读乐
章；它的存在是为了让孩子沉浸在想象的瀚海里，创出自己的阅
读天地。留白不仅是为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是为了把学
生的视野从一部绘本拉伸到整个生活，激起学生对课外知识的渴
求，唤起学生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尽管“留白”作为课堂休止符，
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对教师的敏锐观察力、灵活反应力和教学机
智有一定要求，所以在探索“留白”艺术的过程中，还需付出更
大努力。 

在绘本教学中，我们以后可以少一点知识技能的传递，少一
点形式化的教学设计，少一点课堂限制，多一些孩子阅读兴趣的
培养，多一些思想火花的碰撞，多一些丰富的创造想象。这样才
能让孩子心中的“花”，在兴趣中扎根，在智慧中发芽，在想象
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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