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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根拐杖——“梯度仿写”

——以统编版二年级下册写话教学为例
陆亚君

萧山区靖江街道第三小学　浙江杭州　311223

摘　要：二年级下册语文写话教学任务重中之重，它既有前面三个学期学生写话水平的集中反馈，又将是三年级起步作文开

始的有效衔接阶段！依托统编版二下语文教材，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梯度仿写”，通过层层引导，搭建支架，构建平

台，充分考虑教材编排和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搭建支架，给予学生模仿的模板，从一句、几句到一段话进行临摹、模拟写

话，有序地、螺旋上升地提高二下年级学生写话能力，让孩子们在各自发展区内，都能“摘到桃子”。

关键词： 梯度仿写   写话教学

一、“梯度仿写”写话教学之研究缘起

吕叔湘先生指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

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并实践才能养成。”“写话”是小学生写

作的起点和基础，教师要遵循学生学习心理规律，认真研读

教材、用好统编教材，找准促进学生语言生长的着力点，为

学生搭建言语实践的“扶梯”，层层推进，夯实写话基础，提

升学生写话水平。

（一）情境描述

笔者借班执教过一节习作教研课，内容为三年级第一单

元《猜猜他是谁》，教学过程中，学生口头表达淋漓尽致，课

堂互动效果好。回想二年级写话——我的好朋友：照样子，

写一写你的一个好朋友。向大家介绍一下，他是谁？长什么

样子？你们经常一起做什么？二年级我们已经对一个人物进

行外貌的写话指导，到三年级进行习作《猜猜他是谁》，在原

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可是真正进入习作环节，学生各种现

象频出：一句话描述有少数同学；直接把书上内容原封不动

照搬的有不少；习作格式不标准、词义混淆、笔下人物毫无

特点的真可谓“多如牛毛”……

（二）现状调查

三年级习作被称为起步作文，但一进三年级学生习作会

出现“回头潮”。那么，为何低中段过渡期学生会出现这个现

象呢？针对这一问题，笔者随机抽取了 3 个班级和二、三年
级各 100 名学生进行第一单元写话——我的好朋友和第一单
元习作——猜猜他是谁写作情况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图：

图 1　问卷调查统计图

图 2　班级状况调查统计图

（三）现状分析

分析调查结果，学生习作能力随年级升高均呈上升趋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正确表达”二年级到三年级幅度较为明

显，说明孩子们的口头语言在慢慢转化为书面语言。从班级

状况发现不小的问题，放任自流会让孩子们的书面表达能力

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我们的二年级到三年级写话衔接教学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写话目标不明——“或高或低”

统编教材尊重语文教育规律和儿童认知规律，加大了语

言表达，特别是书面表达的内容比重，在内容安排上有序有

梯度安排写话内容，可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编排目标不

明，或降低或拔高要求，“脚踩西瓜皮”，造成学生写话水平

高低不平。

（二）写话无视学理——“任意为之”

心理学研究表明，六七岁正是儿童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

发展的过渡期。统编教材从词句积累到自由表达，从句子练

写到专项写话，由说到写，符号儿童认知规律。但一些教师

无视学生学习的规律，为写而写话，任意为之，降低孩子写

话的兴趣。

3. 写话起点不同——“高”“零”起点
语言的转很关键点是予以点拨、指导，但有时孩子们的

写话内容在评价时会出现“高——指导过细”和“零——流

于形式”两个极端。其实，在母语学习环境下，学生写话不

是“零起点”，而是言语结构趋向清晰、完善的过程，“指导

过细”孩子个性化语言不能很好发展；又“流于形式”会让

孩子们的写话水平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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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梯度仿写”写话教学之研究设计

（一）善用文本——梯度教学

借助文本，搭建各类支架，让学生进行仿写，能给孩子

一个参照的台阶，可降低写话的难度，同时又能让孩子以此

为基点，进行梯度上升，提高写话能力。

课文中出现过的优美语句为学生创造非常直观的“模

板，”可以让学生直接“拿来”，随时调用，变为自己的语言。

有了这些直观的范文例句，仿写例句的梯度展开，学生就有

话可写，降低了写话的难度。此外，我还搜集了课外优秀作

品中的句子，让学生进行积累，为写话积累素材，以达到

“举一反三”迁移的目的。

（二）发展语言——梯度引领

吕叔湘先生曾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

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任何技能的获得都

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指导学生写作同样需要一定的方法。

（一）活用修辞

统编版二下教材中，有不少精彩的句子，运用很多的修

辞，积累并仿写这些句型，能帮助学生规范语言，提高语言

文字驾驭能力。

1. 仿写比喻句：
比喻是常用的修辞手法，使用比喻修辞手法能使文句更

生动形象。低段孩子的想象力特别丰富，教学中，我们可以

让学生找出文中的比喻句句，认真品读积累，并学习仿写

比喻句训练。如：《一匹出色的马》一课，文中有一句比喻

句——“路的一边是田野，葱葱绿绿的，非常可爱，像一片

柔软的绿毯”我先让学生找一找描写春天郊外景色优美的句

子；再让学生品析句子：边读边想你仿佛看到了田野里有什

么；最后感受比喻句的优美，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并尝试

积累。

仿写 如：《语文园地二》一课“字词句运用”板块：照样
子说一说，把自己喜欢的景物写下来。

田野                                天上的云                     大树
葱葱绿绿                　　雪白雪白的                 又粗又壮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好像一群小绵羊          就像……
（1）出示小诗，自由读。
（2）师生合作读诗。读完后，思考：这三节小诗有什么

相同之处。

（3）梳理提升：都是先写景物，再写什么样子，最后写
像什么。

（4）学习诗歌第一小节，交流文字描绘田野的样子。
（5）拓展诗歌第二小节，并读出喜爱的感情。
（6）仿说练习（出示小白兔和棉花糖样子的白云）
（7）拓展延伸，写话训练：出示大自然的大树、露珠、

柳枝、苹果、彩虹等其他景物图片，照着小诗的样子，把自

己喜欢的景物写下来。

大树                  露珠
又粗又壮          亮晶晶的
像                       好像
（8）展示交流，反馈提升。
2. 仿写拟人句：
拟人和比喻一样，它也常出现在我们的课文中，让课文

更显亲和力。我们也要找准时机进行拟人句仿写训练。如

《彩色的梦》的第三自然段：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

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结一个苹果般的太阳，

又大——又红！这段教学里，可让学生感受景物之美，体会

“拟人”妙用，并尝试仿写。

（1）完成学习活动：默读第 3 小节，找一找哪些地方写
得很有趣。（自由默读第 3 小节，做到不出声；找一找、画一
画“有趣”的词句；小组内交流谈论有趣的地方）

（2）交流指导：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
鸟留下歌声。指导读出“趣味”。

（3）学习“（   ）般的（    ）”，积累诗歌语言。练习仿

说：“（   ）般的（   ）”
（4）交流指导：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

白纸上跳蹦。回顾第一小节，说说有趣的原因。（预设：躺、

聊天、跳蹦）

（5）板书：物当人写
3. 仿写排比句：
排比句式在低段孩子口头表达中经常出现，统编版教材

中出现也不少。运用排比能使写话内容更丰富多彩。

如《枫树上的喜鹊》文中一这样句排比句：我看见喜鹊

阿姨站在窝边，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一会儿教他们做游

戏，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

（1）交流：喜欢“喜鹊阿姨、喜鹊弟弟”
（2）“我”看到了什么？思考：我为什么称呼它们“喜鹊

阿姨、喜鹊弟弟”？

（3）朗读指导：读出我对喜鹊一家的喜欢，用“一会

儿……，一会儿……，一会儿……”仿写。

（二）展开想象

展开丰富的想象、联想，使语言表达更具体、更生动、

更形象，教师一定要创造性使用文本，把发展语言和发展思

维结合起来。

1. 借助插图想象说话
图文并茂是统编版教材一个显著特点，教材中的“一幅

或多幅”插图，有利于学生的形象思维发展，同时插图也是

教材的第二语言，能锻炼学生各种能力。“想象力比知识更

重要”，的确想象能发展学生的思维，低段孩子以感性思维

为主，借助插图，让孩子来想象说话，能培养学生口头表达

能力。

2. 根据情景想象写话
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根据材料提示想象一段话，同

时注意对话连贯以及态度和语言的文明”，能考察学生对教材

内容的理解，同时提高语言思维能力。

3. 借助文段想象写话
“千枝万叶不离根本”统编版教材是学生学习写话的根

本，要让学生能借助文段写话，这就要让学生在深入理解课

文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以此进行想象写话。

（三）学用迁移

经典文本和优秀模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最佳写话的

“例子”。我们还要凭借这一个个“例子”，引领学生揣摩，学

会迁移表达，真正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低段的孩子阅历浅，积累也少，学生的个体差异也很大，

词汇的积累也是千人各异，这时，教师就要适当的“给”，让

学生都能“下笔如有神”。支架的搭建是给学生的思维一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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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低段的孩子在写话过程中往往会“顾头不顾尾”。搭建一

个写话的支架，能帮助学生打开写话的思路，言之有序。对

低段的孩子来说，有时口头表达能力有了，真正落实到写，

又会有一个落差，模板的创设能给孩子一个写话的平台，“模

板”是仿写到创作的一个桥梁，让孩子更多地畅写欲言。

三、反馈及时——梯度评价

及时反馈，能让学生马上发现写话中存在的问题，同时

也能尝到写话成功的乐趣。写话教学不仅仅是指导学生“写”

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指导“评”和“改”的方式。

（一）“点石成金”——学习自我评价

要引导学生学会用两种眼光去评价，第一是找亮点，第

二是提建议，都是为了降低学生写作起始阶段的难度，重在

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自信心，重视引导学生在自我修改过

程中提高写作能力。因此在写话讲评时，我们要引导学生进

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改。

修改错别字。学生修改写话内容，首先就要会修改错别

字。自己改过后，同桌再互读互改。时刻提醒自己要少写或

不写错别字。

修改病句。教师要教给学生几种常见的病句的修改方法，

如：成分残缺的病句要补充缺少的部分，搭配不当等都让学

生读一读，找出病句，加以修改，把语句写通顺。

用好标点。标点符号虽小，其作用也不可忽视。老师应

根据标点符号的不同用

法，引导学生在自己的写话中注意标点的书写和正确地

使用。

（二）“妙语展评”——进行年级评价

完成初稿后，先进行组内交流，同龄人读同龄人的写话，

是最容易受到启发，修改完毕进行展评。这样被展评的学生

能体验到一种真真切切的成功，对于其他的同学，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模仿机会。如：在学校二年级同学创编形声字小儿

歌。有了课前导学和课堂创编的铺垫，学生心中的成就感油

然而生，对于创编的热情如火如荼。很快，我们见到了一首

首稚拙却充满生命力的识字小韵文，孩子们主动交流，纷纷

为对方竖起了大拇指。孩子们将这些文字进行誊抄后，学生

写话兴趣一下子浓厚了许多，把从教材书本走向学校文化，

空间得到延伸。

在妙语展评中，我们从细微入手，评比写话中的“妙语

奖”，在讲评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让班中每个学生都有展示

的内容，哪怕是一个片段，一个句子，一个词。

我们还建立了班级微信公众号，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

相互学习，相互鉴赏！如我是一只小虫子，孩子们在上面的

写话内容非常丰富多彩！

研究着，收获着，思考着，发现着。在新的研究阶段，

我们展望未来，期待新的发现。“梯度仿写”提倡自主，同样

重视合作。进入中段，学生的习作水平已经呈出一定的差异

性。在此阶段，同伴间互助、家庭间互助和班级间互助都将

成为缩小差距的尝试点。如何在学生自主习作后，引向有效

合作，提高学生整体习作水平和每一位学生的习作水平，是

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展望未来，我们信

心百倍，今后教学中，希望有更多的教师共同参与研究，让

“梯度仿写”在学生写话方面起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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