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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堂指导小学生仿写的实践与反思
张　锋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韦林镇中心小学　陕西　渭南　715113

摘　要：写作是学生展现自我、表达情感的有效方式。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应重视指导学生开展仿写训练，调动学

生的写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培育学生形成健康愉悦的写作心理。下文结合笔者指导小烨同学仿写训练的案例，

对写作教学的对策和反思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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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小学生仿写的实践对策

（一）仿优美词句，让表达具体清楚

词句是组成语言的基本素材，掌握词句的多少，运用词

句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学生写作表达的效果。小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精彩纷呈，但许多学生却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写出

精彩，这与他们的积累、运用词汇的能力有关。教师何不从

现有的课文中选取优美词语进行仿写运用入手，引导他们一

步步地积累和应用呢？例如，在一节作文课中，这次习作的

要求是这样：“你的乐园是什么样子？在那儿你最爱干什么？

能不能把自己的乐园介绍给你的同学呢？”指导课上完后，

我让小烨单独留下来：“说到乐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

校园了，咱们学校有运动场、图书馆，还有植物园，今天我

们就来写校园一角，你能不能从乡下人家这篇课文中找到一

些写景色的词句，摘抄下来，形容咱们美丽校园的一角呢？

找找看！”他无奈地拿起书来找了，“哦！有了！‘当花儿

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

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

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这个句子写得有点像我们

学校的植物园。”我又问：“能不能换一两个词变成写植物园

的瓜？”接着我和他一起这样改了起来：“竹架上的各种长长

的瓜藤绿油油的，开着许多金黄的花，藤上结出了青青的瓜，

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这样“依葫芦画瓢”式的仿

写，虽然很生硬，但毕竟比没有经过思考的抄写强多了。在

习作讲评课上，我将他的这段话拿来与全班的同学分享：“小

烨多棒！能借用课文中可用的词语和句子，让自己的文章变

得详细、生动起来！他真会写作文呀！以后小烨同学都可以

用这样的方法，从类似的文章中找词句来写自己的作文！”

当众这么一鼓励，他来劲了，原来作文是可以这样“抄”的

呀！接下来的几次习作，他总是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地从各篇

类似的范文中选取一些语句来写。虽然，有时句段之间不通

顺，词语使用欠恰当，但这有什么关系？至少他在用脑子思

考，总比机械地抄一篇强吧。小学语文教材中每篇文章都非

常经典，都是学生仿写的极佳范文。学生通过平时课堂的学

习，对课文语言印象很深刻，从熟悉的语言中选择词句入手

仿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有效的学用语言的方法。同时还

能帮助学生克服畏难和厌倦的心理，增强信心，一举多得！

小烨就这样抄抄改改了一学期，我发现习作课上他不再是傻

呆呆地坐着了，习作内容竟也渐渐生动连贯多了。看来这个

方法不错，他终于找到一点门道，肯动笔去写作了。

（二）仿段落结构，让表达言之有序

进入五年级，教师对学生的写作要求提高了，重视引

导学生学会观察某种自然现象或一处自然美景，学会有目

的地捕捉和观察自然景物的变化，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

来。但小烨同学的水平还是停留在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简

单模仿，怎么办？看来光是仿到一些词语使用，肯动笔还不

够，他还得学习一些表达的技巧，我得对他提高要求了！认

真思考后，我找到他：“今天的习作老师要你不仅抄范文中的

词语，我还允许你抄更多一些，连一些段落都可抄，行不？”

一听我这话，他更高兴了。于是我和他一起拿出四季之美这

篇课文，再次读起了课文，边读边用笔圈画出文章写了一年

四季的哪些景物，不一会儿他就发现了：“春天是写黎明的云

彩，夏天是写夜晚的萤火虫，秋天是写黄昏的乌鸦，冬天是

写早晨的雪。”我连忙赞同：“对，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这

样很有条理。”接着我又问：“文章为什么每个季节选的景不

一样？”他想了想，说：“这些是每一个季节里最有特色的

吧！”我连忙肯定：

“是的，写景色就找这个地方最有特色的物来写，每一

段详细写一种景物。你也模仿学习用这办法完成这次的习作

吧！文章中的所有词句都可以给你模仿的。”以后的每篇习

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课本中找相类似的典型段落来模仿

了。渐渐地，文章的句子和段落就越来越通顺连贯了。小学

生能这样用心去借鉴课文中典型片段的写法，经过反复的练

习，他们一定会摸着门道，掌握一些基本的段落构段方法，

从中悟出写作的规律。

（三）仿篇章布局，让表达完整统一

尝到成功后的我并不满足于此，小烨的畏难情绪还没有

完全消除，文章从总体上看不够完整统一。我又悄悄地对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六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写作教学中，要

求学生能围绕特定的中心意思，选择一个自己感受最深的汉

字来写一篇习作。本单元第一篇文章《夏天里的成长》的结

构和内容都非常有特色，是一篇极佳的习作范文。于是，我

上完指导课后特意把自己列好的提纲交给他：“你看，文章总

体上分三个部分，先是开门见山地点出夏天是万物生长的季

节，用一个中心句总起开头，第二段具体地写有生命的事物

的成长速度快，第三段写没有生命的事物生长速度也很快，

最后由事物感悟到道理，人也应该抓住美好时光，快速让自

己成长，你能不能按照这样的顺序分三个部分来写一写这次

的习作？”不一会儿，小烨竟和同学们差不多时间交了一篇

习作《乐》，看行文内容，无不透着范文的影子，但这的确是

他自己写的内容，也是他写了两年多来最完整最连贯的文章

了。我长舒了口气，进步是慢了点，模仿的痕迹是多了点，

但至少他现在能动笔去写出完整的一篇文章了。想想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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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那个一动不动地等着抄书的孩子，我不是该高兴？这两

年多来，小烨同学由仿字、词、句式、段落，到现在仿篇章，

由低级模仿向高级模仿发展，由单一模仿走向综合模仿，他

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收获。是的，以后的路还很长，他

还要通过“仿”到自己“创”的过程。没有关系的，“熟仿美

文三百篇，不怕习作写不出”。

二、指导小学生仿写的教学反思

（一）教给入门法，克服畏难心理

不少小学生总觉得写作太难，存在着畏难的不良情绪，

他们越不敢动笔，就越写不出好作文来。这样的恶性循环结

果，就变成了每次习作抄一篇应付上交。对于后进生，他们

最缺乏的是学习的信心，只有教给他们一些最简单、最有效

的入门之道，让他们快速学习到最基本的写作之法，切实体

会到写作真的不难，才有可能激发学习的潜能，才能树立起

他们的写作信心。

（二）循序渐进，逐步提高要求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指出：学生是真正的课堂学习主

体，小学语文教学必须结合学生的学情和特点，关注他们的

个体差异性情况，精心选择教学方法，来更好地帮助学生培

养主动学习的意识。学生之间千差万别，对于学困生也采用

优生的习作指导方法，显然是无效的，他们无法与优秀学生

一样，自己跳一跳就可以摘到桃子的。与其让他们“望桃兴

叹”，不如给他们搭一搭仿写这把“梯子”，让他们通过努力

也能尝到“桃子”的美味。我在指导他们习作的过程中，通

过仿字、词、句式、段落结构，到仿篇章布局。这个过程，

就是一步步给他们搭梯上山的过程，让他们也能通过自己的

方法，一点一点地提高写作水平。

（三）及时表扬，体验成功乐趣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获得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

要是最高也是最持久的学习动机。小烨同学的每次习作，我

都及时关注；对于他每一点的努力，都给予肯定表扬；每一

阶段进行新的尝试，我都耐心地帮助，及时地表扬，让他一

点一滴地积累起自己的成就感，就能激励他形成更积极的学

习动力，参与下一阶段的写作训练中去，养成健全稳定的写

作心理素质。

三、结语

仿写是锻炼写作的有效形式，教师应坚持指导仿写训练，

努力让学生通过有效仿写，掌握好熟练写作的良好技能。看

来对于害怕写作的学生来说，立足教材学仿写的确是引领他

们一步步走上写作之路的好方法！当然，习作的最终目的是

教会学生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真实生活。在指导仿写过程中，

教师必须联系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借助教材范文，指引学生

把写作技巧的训练和培养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素材联系起来，

才能真正地从机械模仿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写出真正属于自

己的内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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