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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文本语言资源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浅谈统编低段语文教材的仿写训练策略
任琳芳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上德校区　浙江　上虞　312300

摘　要：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而言，要想提高语文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进行仿写训练是最有效的途径。小学生的逻

辑思维比较简单，只能进行简单的模仿，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学生，掌握汉宇词语量有限 . 语言表达能力欠缺，以致很多时候会

出现语言用语表达错误的现象。不利于学生以后的成长和交流。因此，在新课标的指引下，教师应该树立以学生为主体地位

的教学理念，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仿写训练，以便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为以后的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基于此，

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为蓝本，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仿写策略提出建议，旨在提升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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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学科的教学中，写作训练是教师必须攻克的难点
和重点。仿写训练不仅可降低学生写作的难度，还能实现学
生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提高。仿写就是照着词语、句子、
片段、全文进行模仿的书写。通常借助范文指导学生进行仿
写，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低年级仿写教学是作文教学的基础，也是一直以来让低年级
学生感到畏难的学习部分之一。低年级学生识字量匮乏、表
达能力欠缺、生活阅历较浅，纯粹的仿写很难激起学生的写
作兴趣。而随文仿写伴随着教材学习出现，学生在阅读和理
解课文内容后，依照课文中的精彩词句、片段进行仿写，不
仅减缓了一开始无话可写的畏难情绪，而且在激发写作兴趣
的过程中，提高了写作能力。

一、小学语文仿写训练的重要性
（一）保证新课程改革的落实
如今，新课程改革正在稳步推行中，语文学科的教学也

逐渐出现全新的变化，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目标都发
生了较大的改变。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中，教师的教学重点放
在能力和知识方面，而全新的教学模式则更加重视学生的全
面发展，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开展
仿写训练，学生能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其表达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也会得到提高，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此外，仿写训练也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要求，能够体现出国
家对学生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的重视。

（二）符合素质教育的需求
在新时期，素质教育的开展可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而

这也意味着语文知识的教学不应停留在教材中，要锻炼学生
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将课本上抽象、呆板的知识转变成学
生的能力和素养，为其日后的人生做好充分的准备。小学阶
段是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重要时期，也是其学习其他学科的
基础。语文课能够锻炼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为其日
后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实现学生人文素养的稳步
提升。

二、统编低段语文教材的仿写训练策略
（一）确定恰当的训练目标
第一，结合实际情况，梳理习作心理。在培养学生写作

能力时，应当遵从四个步骤，分别是立意、构思、取材和表
达。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无法在课堂中保持长时间
的注意力集中，不具备较强的自理能力。虽然在写作训练
中，教师会制定不同的主题，但学生经常出现偏离主题的情
况，无法围绕主题进行构思、立意和取材，无法保证自己的

写作紧扣主题。此外，学生在表达情感的过程中，因受到思
维能力的限制，不具备较强的遣词造句能力，会导致学生的
作文出现段落衔接不足、表达层次混乱等问题。在正式仿写
训练前，教师必须从多个角度了解学生的这些特点，并在此
基础上确定最恰当合理的教学目标。第二，确定仿写训练目
标，明确训练要求。小学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观察能
力，能够留心身边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更多的写作素
材，将自己的想法和遭遇记录在日记中，在描写事物的过程
中展开联想和想象。在仿写训练中，教师要注意两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仿写的对象要单一和明确。仿写训练要结合小
学生的写作特征，由浅及深，遵从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在
确定仿写训练的目标时，切勿确定多个目标，而是要分解总
体的仿写训练目标。第二，仿写训练的目标要与范文相结合。
仿写的内容要与范文保持一致，提前编写系统、完善的训练
大纲，选择合适的范文，引导学生仿写范文的片段。仿写训
练要让学生静下心来仿写，掌握更多的仿写技巧，避免放任
学生去仿写。

（二）揣摩文章例句，找准句子特点，随文仿写句式
仿句即照样子写句子，学生仔细揣摩课文中的典型例句，

发现仿句和例句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相同点后，依据例句的特
点，仿抄相同点，改写不同点。教师在课堂上需要善于抓住
这些课文中的典型句式，创设情境，让学生进行句式仿写。
句式仿写中，最常见的就是抓住修辞手法进行仿写。低年级
学生虽然不懂比喻、拟人的具体含义，但是在反复品读之中
也能感受到事物之间的相似，从而通过他们无边无际的想象
力加以模仿与创造，最后造出来的句子有时甚至是出乎意料
的。如统编版二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找春天》一课，这
篇课文通过描写春天到来时，孩子在大自然中寻找春天的情
景，表现了孩子们对春天到来的兴奋和喜爱之情。这篇课文
的第 4~7 自然段通过四句相同结构的句式和拟人的手法，描
述了春天到来后大自然的变化，在课后习题中也相应安排了

“你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仿照课文第 4~7 自然段或第 8 自
然段说一说”这样的环节。在课堂上，四个自然段同时出示
出来，学生通过观察很快发现了内容和句式上的相同点，但
是在仿写中，却出现学生的仿句千篇一律，不够简单、具体
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渗透仿写的方法，让学生改写
原文中的关键词，或者结合生活和学习经验，联想同类词语，
套用句式。同时，教师配合出示一些春天的图片，让学生看
图来说。这样的方法也就减少了学生仿句的难度，打开了学
生的思维和想象力。这样一位位小诗人就诞生了：嫩绿的柳
条随风舞动，那是春天的秀发吧？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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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春天的泪珠吧？花丛中的蝴蝶自由飞舞，那是春天的舞者
吧？枝头的小鸟放声歌唱，那是春天的音乐家吧？因此，教
师在指导学生仿句的过程中，在学生充分仔细揣摩思考的基
础上，还要适当使用方法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让学生有法可
依，自然随文仿写句式就水到渠成。句式仿写，除了对修辞
手法的仿写，还有抓住关联词进行的仿写。如统编版语文二
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曹冲称象》一课中出现的“官员们一
边看一边议论”，这里出现的关联词“一边……一边……”同
样在本单元的语文园地三的“字词句运用”中出现，并对学
生提出明确要求用“一边……一边……”说一句话。可见教
材编者在此的用意，就是让学生学会使用关联词“一边……
一边……”。在教学中，教师让学生先读一读例句，再思考，
最后学生仿照例句说一说。在说的过程中，有的学生会出现
句子中两个动作无法同时进行的情况，这时就要要求学生结
合生活实际进行思考，从而发现该关联词所承接的动作必须
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学生在明白这一点之后，再进行仿写训
练，正确率就会大大提高。

（三）抓准词语结构，随文仿写词语
低年级语文教学一直遵循“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

离段，段不离篇”的原则。字词的学习和积累一直是低年级
语文教学的重点。同时，词语是组成一篇文章的最基本结构，
低年级学生只有在阅读和生活中积累了足够多的词语，才能
写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句子。词语仿写一般要保障词语结构的
一致性。如统编版语文一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彩虹》一课课
后习题中出现的词语“荡来荡去、飘来飘去、游来游去、跑
来跑去”，这四个词语有着同样的“（）来（）去”结构。在
教学中，学生先发现词语的共同点；接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
验，很快模仿出其他类似词语，如跳来跳去、走来走去、飞
来飞去等；最后可简单将词语带入句子中，学生模仿造句

“谁在哪里（）来（）去”。词语仿写还可以是描写同一个类
别的词语，如统编版语文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中的日积月
累部分，为学生罗列了八个和春天有关的成语。或者在低年
级语文教材中经常出现的叠词，它既有 ABB 式、AAB 式，
又有 ABAB 式、AABB 式。这些词语不仅朗朗上口，而且表
达起来更加生动具体。在写作中，学生运用这些叠词，可以
增添句子的美感。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抓住词语的结构特点，
引导学生对词语分类，发现规律，大量地进行优美词语的仿
写，为写作夯实基础。

（四）巧析修饰词语，优化仿写质量
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文章中有很多修饰词

的运用。修饰词不仅使得语句更加有意境，同时也提升了文
章的整体美感。在写作教学中，我们也可以充分利用修饰词，
让学生在仿写的过程中学会对语句进行润色。例如，在学习

《黄山奇石》这一语文内容时，这篇文章有大量的修饰词语。
比如，陡峭的山峰，翻滚的云海，金光闪闪的雄鸡等。这些
词语的运用不仅使这一景色更加生动、形象，同时也使得整
篇文章更加有韵味，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如同身临其境。为
此，在仿写的时候，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修饰字词的运
用。比如，用修饰词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仿写：我的家乡在海
边，有着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海，还有五彩缤纷的贝
壳。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在海边漫步，在沙滩上留下我的印
记。这些修饰词在语句中的融合，可以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
更加具有情感色彩，从而提高学生的仿写质量。

（五）关注生活日常，鼓励学生表达创意，随文仿写段落
在学生学会仿写词语和仿写句式后，词语和美句的积累

也随之增多，这也为随文仿写段落做了铺垫。这时，教师需
要选取一些精彩、典型的段落，鼓励学生随文仿写段落，培
养学生连句成段的能力。如统编版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的《彩色的梦》，是一首语言优美、节奏明朗的儿童诗，通过
拟人的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展现了“我”的美好梦境，也展
现了儿童眼中的五彩世界，体现了儿童对大自然的喜爱和赞
美以及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快乐的生活和无忧的童年。课文
的第 2 自然段和第 3 自然段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片段，
第 2 自然段“脚尖滑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
野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得——透——明！”
相对第 3 自然段中运用的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在句式上
更加工整，易于学生进行模仿。仿写前，教师先引导学生进
行朗读，让学生发现句式上的特点；接着追问学生：“你想用
彩色铅笔画些什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用彩色铅笔进行创
作，画一画自己想画的；然后学生互相交流、讨论，说一说
自己要画什么，这个过程让学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最后学
生参照段落中的句式结构，仿写一段话，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很快，很多学生便有了精彩的生成。有的学生写道：“脚尖滑
过的地方，一朵朵桃花，红了；一条条柳枝，绿了；一条条
小河，清了，清——得——见——底！”有的学生写道：“脚
尖滑过的地方，无数的海鸥，飞了；无边的大海，蓝了；大
片的沙滩，黄了，黄——得——发——亮！”有的学生写道：

“脚尖滑过的地方，大块的西瓜，熟了；大个的梨子，黄了；
圆圆的樱桃，红了，红——得——发——亮 !”学生对生活的
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都体现在这些精彩的片段之中，贴近生
活实际和富有想象力的写作让学生更加乐于表达自己的真情
实感，让写作变得更加真实。

（六）展示和评价学生的仿写作品
很多学生在实际仿写的过程中，并未真正掌握和把握仿

写的精髓，因而需要教师能认真讲解学生的文章，使其更加
深刻地体会和感知要仿写的形式与特点，这样才能拥有扎实
的基础。教师应当给予学生展示自己仿写作品的机会，这不
仅可以了解学生的仿写水平，还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其
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仿写训练中。在完成学生仿写作品的展示
后，教师还应当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合理评价，认真评改学
生的文章。在评改的过程中，教师能了解学生仿写过程中的
不足之处，记录下学生的仿写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策
略，保证学生在日后的写作和仿写中改正不良的习惯。如果
教师发现学生较为优质的仿写作品，要及时给予更多的肯定
和鼓励。在评改学生仿写文章时，除了要关注学生的写作内
容外，还应当查看学生是否出现一些违背仿写规范的情况。
如果学生出现此类情况，就需要教师在第一时间制止，避免
学生养成不良的写作习惯。

三、结束语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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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
巧。”在低年段写作教学中，教师要立足教材，实现学生由

“读”到“写”的有效迁移，进而实现行之有效的随文仿写，
让学生对写作充满兴趣和自信，叩响低年段学生写作的大门，
为未来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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