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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为范例进行仿写，有效提升习作水平

——以统编教材五年级语文为例
宋玉华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乳山　264500

模仿例文写，是提高习作能力的好办法。现在我们使用

的统编教科书中的习作单元，无一例外都安排了两篇例文，

可见，例文引路、样本示范，确实是学生学习写作的一条阳

光大道。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大都是文质兼美的名家名篇，

思想性强，语言规范，表达方式多样，堪称学生学习最好的

范文。如果能巧妙引导学生以课文为范例进行仿写，不仅能

真正落实读写结合，培养学生积累、运用语言的能力，更能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

是个例子，凭借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

与作文的熟练技能。”如何以课文为范例进行仿写 ，有效提

升学生习作水平呢？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主要从

写作方法、语言风格、构思技巧等迸行仿写。

一、模仿语言，从仿词、仿句开始

《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二学段课程目标与内容中高屋建瓴

地提出要求：“尝试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

特别是有新鲜感的词句。”潜心研究教材，我们不难发现，课

文中富有情趣、富有哲理、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比比皆是，充

分显示了作家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底。这时把它们一一记下来，

然后再进行模仿。这里的仿写不是抄袭，也不是生搬硬套，

是在反复诵读中读懂值得模仿的地方、认清其超越自己的地

方、体会其精神风格的基础上，有选择的“拿来”。仿词，主

要是找同义词来替换，丰富词汇量；仿句，主要是模仿句式

和修辞，改换词语。从这一词、一句开始，慢慢积累，我们

也能逐渐掌握遣词造句的能力。

如统编版五年级语文上册《四季之美》，是日本作家清少

纳言的一篇散文，文中所写景致不多，却营造出美的氛围。

教学这篇课文引导学生品味语言时， 以第一段为模板仿写。

春天最美是黎明。东方一点儿一点儿泛着鱼肚色的天空，

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

这段话里动词“泛、染、飘”写出了黎明天空、云彩的

动态美，“一点儿一点儿、微微的”叠词和“鱼肚色、红晕、

红紫红紫”颜色的词语写出了天空和云的变化美。字里行间，

可以看出作者观察的非常仔细，充满了喜爱、赞美之情。在

品味语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模仿用上动词、叠词、颜色等

词语仿写黄昏时天空和彩云。结果同学们写出很多精彩的句

子，如：“夕阳西下，天空一点儿一点儿染成了血红色；红色

向四下蔓延着，蔓延了半个天空，一层比一层逐渐淡下去，

直到变成了灰白色；天上，燃烧起火烧云，云块越来越大；

太阳慢慢地钻进薄薄的云层，变成了一个红红的圆球，西边

天际铺上一层薄薄的金辉。” 学生调动生活积累，想象的翅膀

在驰骋。

品味语言后，我让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自由仿写，

学生更是兴致盎然。有的同学模仿“明亮的夜晚固然美，漆

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的萤火虫翩翩飞舞”这句话，写

道：“高大的白杨树固然美，婀娜多姿的柳树也别有一番情

趣。”有的同学模仿“春天最美是黎明。夏天最美是夜晚。秋

天最美是黄昏。冬天最美是早晨”这四句话，写道：“春天最

美是花开。夏天最美是雨后。秋天最美是收获。冬天最美是

落雪。”

这样的仿写练习是我用的最多的，因为课堂上只需要两

三分钟就可口头表达完成。如学习《慈母情深》时候，让学

生仿照“立刻……立刻……立刻……立刻……”这样的句式

写几句话；学习《鸟的天堂》时仿照“大的，小的，花的，

黑的，有的站在树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用

上长短句、排比等写一句话，这样的仿写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想象力，也提高了学生遣词造句的能力。

二、模仿选材，仿写一段话

在平时的作文教学中，我发现有一些学生的作文，单独

看某一句话，觉得颇精彩，但整篇看下来是“东一榔头，西

一棒槌”，句子与句子之间没有连贯性，跳跃性太大，让人看

得云里雾里。究其原因是连句成段得能力太差，为了提升学

生构段能力，我经常让学上仿写一些精彩段落，或者是一些

简短得小练笔，引导他们探究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着重

照着课文的题材，改换词语、改换人称、改换叙述方式等进

行模仿。在仿写过程中，除了简单的词句，再加上自己的情

感，大胆创新，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在教学梁晓声的《慈母情深》时，“背直起来了，我

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方，一双眼

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这段话

在表达上很有新鲜感，学生首次接触到到倒装句，层次分明

的写出我从一开始看到时不敢相信母亲竟然如此瘦弱、疲惫，

到辨认后的震惊，心疼母亲，让我们感受到母亲的艰辛以及

作者内心复杂的感受。再引导学生反复朗读、品味后，就

让学生仿写，结果学生写出很多内容联系紧密、感情真挚的

段落。

如有的同学写自己的母亲在雨天来学校接自己的情景：

“抬起头来了，我的母亲。奔跑过来了，我的母亲。黑色的雨

伞下，一双温暖的眼睛扫视着我全身，将雨伞遮在我头顶，

我的母亲……”

再如在教学五年级语文下册人物一组《他像一棵挺脱的

树》，引导学生反复品读描写骆驼样子外貌特征的段落。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

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

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 脸上永远红扑

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

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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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

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

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

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然后总结其写作特点，有个同学说：“本文的外貌描写生

动传神，尤其值得借鉴的是本文的外貌描写能与主人公的性

格、精神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让学生模仿这一段落的写

法写一位自己最熟悉的老师或同学，并让大家猜猜他写的是

谁，结果大家兴致很高，有同学这样描写我的：

她身高一米六五左右，苗条的身体里仿佛蕴藏着无穷无

尽的力量，她总是穿着高跟鞋，哒哒的声音就像优美的乐

曲，她总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波浪长发披在肩上，就

像傲娇地公主。上课时，她总爱用那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

扫视着我们，如同雷达一样，让人不敢有丝毫的分心。高高

的鼻梁下，一张嫣红的嘴最让人佩服，讲起课来总是滔滔

不绝……

经过这样大量的段落仿写练习，学生的表达技巧，想象

能力，连句成段的能力，语言学用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三、模仿结构，仿写全篇

要使学生写好作文，就要教给学生写作方法，使其在

“大体”和“定则”的基础上去完成自己的作文。具体包括写

一个人、写一件事的写作要点，人物和景物的描写方法，说

明的方法等。仿写一整篇文章是模仿的最高阶段，需要从整

体着眼，注意文章的结构。语文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范

文，各种体裁无不囊括其中，在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可以改

换材料，改换主题，改换人称和叙述方式等进行仿写，练习

写出“像样”的结构。在仿写的过程中，注意开头和结尾，

注意段落之间相互的承接，注意语意之间的过渡，尽量做到

结构完整，有条有理。

如，《四季之美》作为写景类的例文值得模仿。教学时，

通过圈画每一段的中心句，让学生看到《四季之美》一文清

晰的结构，每一段开头一句一样的句式，既有季节的变化，

也有时间节点的变化，让学生非常清楚地看到作者到底写了

些什么？是怎么写的？再通过仿结构模仿写《   即景》，结构

化的练习在模仿的成功率上提供了保障。

语文教材就像一座资源丰富的宝藏，可以用来仿写的内

容也丰富多样，如果我们语文老师能在引导学生感悟课文的

基础上，紧扣课文内容，找准写作点，精心设计仿写训练，

认真落实读写结合，长期坚持，学生在习作时一定会有章可

循，有内容可写，有方法可用，并逐渐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写作也会轻松起来，习作水平自然会得以提高。所谓的“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熟能生巧”的

道理，读多了，模仿、转化、借用、引申，都是一种熏陶，

都是一种积累。至此，你也会发现“磨刀不误砍柴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