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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悄然蜕变  化蛹成蝶 
——浅谈如何把写话训练与《读﹒写﹒绘》的指导有机融合 

◆张少冰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广东佛山  528143） 

 
摘要：在绘本中，儿童文学作家使用的都是孩子可以解读的词汇，重复

的语句结构，将主题巧妙浸润进去，呈现了一个个内容丰富的故事,符合

低年级孩子形象性思维的特点，适合他们阅读。在愉快的阅读中，孩子

发现美，创造美；在经典句式、完整结构的仿写中写话起步。在教学中，

引导孩子借助图画来表达，用图画改编故事，创作故事，再配上简单的

文字加以说明，把阅读、写话训练与绘画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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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一直都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细想，没有识字量，
不会表达，不愿意写，那怎能写一篇文章来呢？建房子不都是先
要打好基础的吗？如果基础都不夯实，那么这楼也就塌了。作文
教学也一样。如何激发孩子的写话泉源，有效地提高低年级孩子
的写话能力，成了我们一同探索的目标。 

通过对低年级小孩子阅读现状调查，发现学生喜欢读图画为
主及字较少的绘本类图书的占到 87%。而绘本的更是受到家长、
老师、孩子的青睐。《新课程标准》要求低年级孩子的课外阅读
量不少于五万字。[1]因此我们把绘本引入课堂，增加阅读量的同
时，感受阅读乐趣，受绘本的人文涵养的浸润，逐渐养成阅读的
习惯，有效地实践“读﹒写﹒绘”与写话牵手。 

一、仿写是进行写话训练的敲门砖。 
著名的语言学家张志公曾说过：“模仿是学习的必经之路。”

低年级孩子生活体验少，识字量不多语言表达不精确。在这种情
况下，让学生模仿文本的句式、结构进行写话这无疑是作文起步
快捷而有效的方法。低年级孩子的写话也应先降低难度，先“扶”
后放。逐渐消除惧怕心理。[4] 

大多数绘本图画精美且所占篇幅较大，结构重复，语言简练、
生动、有趣，符合低段孩子的年龄及心理特征。在教学中我们利
用绘本中的经典句式让学生入情入境，把自己化身为角色，学着
模仿句式用规范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作想。模仿可先从句到段
到整个故事的结构。这样从局部到整体的把握，学生就有了布局，
谋篇的初概念，写话能力也日渐提高。 

如绘本《我爸爸》描写了一位高大、温柔的父亲，他样样事
情都能干，温暖得像太阳。绘本中的爸爸比喻成各种动物形象。
“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像星星一样强壮，像鱼一样游得快……”
课上让学生尝试有“像……一样”的句式夸夸自己的爸爸。 

生 1:我爸爸像猴子一样灵活。 
生 2：我爸爸跑得像飞机一样飞得快。 
生 3：我爸爸工作像蜜蜂一样勤劳；我爸爸说话像开机关枪

一样。 
南宋教育家朱熹认为：“古人学文写诗，多是模仿。”在仿写

创作中迁移了最经典的表达方式，学习了语言的表达，发挥了自
己的想象力，体会到了仿写的乐趣。这样充满童真童趣的仿写让
课堂充满欢声笑语。 

二、续故事的结局创编精彩新故事。 
绘本故事内容短小精悍，耐人寻味。许多绘本的结束，其实

是一个新绘本的开始。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麦考莱在书说过：
“在所有人当中，儿童的想象力最丰富。”[3]根据低年级儿童想象
“敏感期”的这一年龄特征，孩子对已结束的故事意犹未尽，会
迫不及待地展开想象。这时创作的源泉喷涌而出。 

如：绘本《和甘伯伯去游河》讲述了：有一天，甘伯伯撑船
去游河。两个小孩子、兔子、猫、狗、猪、绵羊、鸡、牛和山羊，
一一要求上船。后来乘客们都忘了遵守秩序。结果，船翻了，大
家都掉进水里的故事。故事戛然而止，而孩子还沉浸在精彩的故
事中。此时，提出的要求是：孩子们想一想甘伯伯第二次游船，

在上船时有什么要求，会翻吗？这时学生还认为第二次会翻船
了。翻船的原因是个别动物不遵守规则。通过这个故事内容的续
写，孩子更深刻的领悟：公共秩序是需要人人遵守的。 

故事的续写又一次激活了孩子们写话的兴趣，又一次展现了
孩子们丰富想象力的这一特点。让孩子自己能编写一个完整的故
事，且故事包蕴了孩子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绘出心中的画，写出心中的话。 
绘本借助“绘画+文字”的方式呈现，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

降低了写话的难度。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画家。他们有着天性的
童趣和极强的表现欲。以“绘”开启想象的大门，借助一幅或多
幅图画，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心理的需求。
[2]在绘本中引导孩子挖掘绘本多元空间，借助补白处、发散点、
延伸点，用图画再配上简单的文字加以说明，启发学生想象，直
观展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 

如：绘本《米莉的帽子变变变》讲述了一个叫米莉的小女孩
看上了商店的一顶帽子却没钱买。好心的店员“卖”给了她一顶
神奇的帽子。米莉带着帽子回家一路上帽子变了不同的形状。这
个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孩子们都被帽子的变化所吸引，满脑子都
是这顶帽子神奇的变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安安静静
地拿起画笔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想到帽子变化的形状描画出来，每
一顶帽子都配上一句话：“帽子变成小花猫，因为我喜欢小花猫；
帽子变成一台电脑，因为我家的电脑太慢了……”孩子们快乐地
绘画中，快乐地写话。 

著名教育家迪斯特•韦赫指出：“画 1 小时画获得的东西，比
看 9 小时获得的东西还多。”很多心理学家在治疗病人的时要先
让病人画幅画的原因。在儿童心理学里也有这一项，通过对孩子
的绘画分析，就能得出孩子的情绪、心理状况。用“绘画+文字”
的方式呈现，让儿童积极、自然地向纯文字阅读过渡。 

四、评价写绘作品再度提升写话水平。 
学生个体对绘本的解读，具有独特性。而往往这种特性，呈

现了孩子天生的画家本能。在评价写绘作品时，我们不可以用成
人的眼光去看待。只要孩子能用心画，不论画了什么，画得怎样，
我们都持肯定的态度。写话也一样，低年级是写话的起步。鼓励
性的评价可以让孩子扬起自信的风帆。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
过：“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在课堂上，主要采用自评、他评、师评的形式进行。他评则
是在展示写绘作品时，让学生通过采访的形成，切身听到自己的
优点及不足之处。孩子间的语言是相通的，在多次的评价中能碰
撞出异样的火花。 

在写绘作业中，画笑脸及写一句简短的评语。如 5 个笑脸则
为写绘作业中最棒的。“画出内心的世界，写出真实的话;你的想
象让你成了一个天才小画家的……”准确合理，富有鼓励性的评
价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处于
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充分发挥学生的内在潜力，有效提高孩
子的写话能力。 

低段的阅读以“读﹒写﹒绘”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在共读的
基础上，通过画画、写话来改编、创编故事，激发儿童写话和绘
画的兴趣，真正做到“我口说我心，我手写我口”，最终让孩子
“悄然蜕变，化蛹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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