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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因练笔而精彩 
——小学语文课中小练笔的有效性 

◆冼丽梅 

（广东省化州市丽岗镇尖岗小学） 

 
摘要：《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到：写作教学应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相
贴近，让学生易于动笔。而阅读教学中的课后小练笔正好为学生提供了

写作平台。小练笔的材料主要是课文内容，有机结合了语言形式的运用

和课文内容的理解，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是课文的再创造和延伸，
是学生展开语言文字训练的关键手段。对此，本文笔者和自身工作实践

经验相结合，对小学语文课中小练笔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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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到：“要对写作教学和
口语交际教学、阅读教学之间的联系予以重视，善于有机结合读
和写、说和说，相互促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展开小练笔，和
课文内容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是一种效果良好、操作方便、形
式灵活、篇幅短小的练笔形式。教师要立足于课堂教学内容，把
小练笔的内容、时机和难以程度把握好，确保写作教学形式的丰
富性，促进语言文字训练效率以及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一、利用空白练笔 
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几乎都是名家之作，具有丰富的内容、优

美的言语、精彩的描写方法，如果教师细致品读，找出每篇文章
的精彩之处，并指导学生对其进行扩写。 

例如，教师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一课时，本文有这样
一段话：“我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我爸爸活着就一定会
来救我，也能救大家。因为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你总会和我
在一起！”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文中的儿子阿曼达即
使身处在逆境之中，也没有轻言放弃，他确实和他的爸爸一样了
不起。教师可以借助这段文字，用《逆境中的儿子》为题，给予
学生指导，让其展开课堂练笔，要求学生把任务的语言、神态、
动作和心理活动等抓住进行想象，对阿曼达在逆境中的坚强意志
进行描写，使课文空白得到弥补，以和课文后“这对了不起的父
与子”向呼应。这里的练笔设计，有机结合了“读”、“品”、“写”，
学生在激昂的情感中受到了熏陶和感染，在高亢的情绪中展开领
悟和想象，在情感和思维的强烈震撼中，将人物美好的情操领悟
到，促进语言表达质量的提高，并使自身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 

二、情节简略处扩写 
因为写作的需要，一篇文章有的情节并未进行详细描绘。仔

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这些的简写之处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
富。教师应把这一契机牢牢抓住，给予学生引导和启发，让其进
行合理想象，全面细致地对具体情形进行描述，扩写这些简写的
情节[1]。 

以《赤壁之战》一课为例，本文中简写了黄盖给曹操写信的

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将此情节抓住，给予学生启发，让其展
开想象，扩写信的内容。有的学生这样写道：“曹丞相，您好！
贵军有八十万，而我军人数才三万，两边人数相差甚远，和贵军
长时间僵持下去，对我方没有丝毫好处，我军注定失败。作为周
瑜手下的一名老将，我曾多次劝周瑜放弃抵抗，归顺贵军。周瑜
充耳不闻，同时还治我罪，连降三级，贬为马夫，我万分后悔。
曹丞相，周瑜他这样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注定失败。说真的，
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我愿意和东吴断绝一切关系，带兵和粮
草投靠你。请您要相信我的一课赤子之心，等我，我一定会来。
咋们后会有期。”这样的小练笔不仅使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得到了训练，同时也使学生深刻理解到了课文内容。 

三、变换体裁处改写 
语文课本中有诸多我国古代优秀的诗篇，这些诗篇意境优

美，音韵和谐，引入入胜[2]。教师应对古诗文教学引起重视，给
予学生引导，让其深刻理解诗意，感受意境，有感情的朗读。立
足于此，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借助议论、叙述、抒情和描写
等方法将古诗改写成记叙文，写出新意。 

以《示儿》一课为例，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给予学生引导，让
其把诗文学懂，使其了解到陆游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将一
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然后给予学生充分的的空间，让其改
写古诗。其中有位学生这样写到：“陆游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在他临终前还在为自己不能见
到祖国统一而悲伤，同时还对儿子进行嘱咐，在他死后家祭时一
定要告诉他收复中原这件事。诗人的爱国心多么强烈啊！今天，
港澳已纷纷回到祖国的怀抱，只有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广大中
国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满怀期待，希望台湾可以尽早回到
祖国母亲的怀抱。我坚信不远的将来，这一天一定可以到来。”
借助对小练笔进行改写，既让学生深刻理解了古诗文内容，同时
也把学生的爱国之情激发了出来。 

结语：课堂小练笔不仅是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也是进一步
延伸文本意蕴，更是进一步升华与沉淀文本情感体验。课堂练笔
有利于提高学生读写水平，也有利于增强语文核心素养。作为一
名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应想方设法提高自身对文本的敏感度，做
一个有心人，对文本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练笔
机会，精心设计，逐步提高学生写作能力，迸发出写作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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