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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随文练笔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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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展阅读教学时，随文练笔是根据文本教学的具体内容，针对性设置的课堂练笔的内容。随文练笔与读

写在一定程度下可以实现相互融合，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为促使小学生更好地练习片段习作，提升习作水

平，教师需要高效地开展随文练笔，充分利用练笔资源，进而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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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重视随文练笔在抒发情感方面的价值

对于小学高年级段的学生而言，其身体与心理都处于

快速成长发育时期，尤其在情感方面，更是以较快的速度

发展。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很多课文内容都具有丰

富的情感，语文教师在教学时应充分了解课文内容，挖掘

其中的情感元素，深化学生对文章情感的理解，以此促进

学生情感发展并寻找随文练笔的切入点，让学生用笔来表

达阅读文章的情感。
教师在教学时要充分重视挖掘文章情感元素的价值，

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引，创造随文练笔的时机。比如，

在学习《最后的姿势》一文时，教师可以先借助多媒体设

备，将汶川地震中的很多真实场面展现给学生，促使学生

对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破坏性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

感受地震中丧失亲人的痛苦情感，了解地震带给人的威

胁。在此之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充分结合课文内容，感

受文章情感，给四个孩子分别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亲切

关怀。在此情况下，学生通过教师的展示与引导，已经融

入作者所描述的环境中，在情感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受

到了极大的感染，能较好地写出自己的情感。开展这种随

文练笔，能够促使学生有感而发，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

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也是触发学生情感的要点所在，

对于其情感发育与习作水平提升都非常有帮助。

二、把握文本空白，开展随文练笔

在编纂小学语文教材时，编者会充分结合小学生的年

龄与心理特征等，刻意设置一些精美的配图等。然而，针

对配图，课文并未进行过多的描述。此时，教师可以借助

这类学习 资 源，引 导 学 生 对 插 图 进 行 认 真 的 观 察 和 思

考。［1］在教学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并不能代替学

生的感知和观察，也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可以

针对插图内容，要求学生进行随文练笔，认真观察和思考，

促使学生观察与思维创新等多个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
比如，在学习《爱如茉莉》一文时，其中有这样一幅插

图: 妈妈躺在床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爸爸坐在一旁，一

只手紧握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伏在床沿，仿佛睡着了。教

师在教学时，可以设计一些问题，拓展学生的思维，让学生

大胆地想象，进而更好地开展练笔活动。教师可以问如下

问题: 该图的背后有可能发生了什么故事? 图中的主人公

有可能说了什么话? 两个人分别如何做的? 为什么妈妈

的嘴角会带着微笑? 爸爸为什么要在椅子上睡觉，而且还

要握着妈妈的手? 教师通过设计这些问题对学生进行引

导，画面的立体感大大增强，学生的想象空间更大，容易在

脑海中形成以该图为核心的连环画。课文中所具有的插

图，也成为学生开展随文练笔的中心，学生可以围绕此开

展练笔活动。

三、根据文本情节合理开展随文练笔

小学语文高年段的教学活动要培养学生的习作能力，

通常会开展非常多的续写。续写是学生基于理解文本的

前提，按照作者的创作思路，延伸文章内容的一种创作手

法。高年级段的小学生对于很多新科技非常感兴趣，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强。教师可以充分结合学生的心理，合

理地开展 续 写 教 学，这 不 会 引 起 学 生 对 续 写 等 习 作 的

抵触。
比如，在学习《神奇的克隆》一文时，该文对植物克隆

的技能进行了讲述，并且介绍了现阶段我国发展克隆技术

的实际情况。教师在教学时，可以结合文章内容，为学生

设置作文题，问学生:“如果你学会了如何克隆，那你想要

克隆什么才能造福人类社会发展，原因是什么?”小学生

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非常高，幻想自己如果掌握了课文中

所描写的克隆技术，将会克隆什么事物等。一些学生回答

说要克隆自己想要的玩具和学习用品，一些学生回答要克

隆去世的亲人。可以看出，学生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发

散，思维更加开阔。在此之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课

文内容，续写掌握克隆技术之后的想法，然后要求学生将

自己续写的作文在课堂上同大家分享，讲述给其他学生

听。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课堂内容，

而且也进行了随文练笔，较好地锻炼了自身的习作能力，

同时实现了想象力和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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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地，因种种原因无法满足每个学生对生活教育的需

求。家庭作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集生活与教育为一体，

能有效地补充孩子所缺乏的知识。家长应重视孩子的家

庭教育，熏陶孩子，体悟教育的真谛: 首先，家长应该从小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潜移默化地让孩子明白学

习的重要性，促使他们想学、爱学、乐学、好学; 其次，家长

应该教孩子为人处世的准则，并以身作则，培养孩子良好

的品性，使孩子在学校尊敬师长，遵守纪律; 最后，家长应

严格要求孩子的家庭作业质量。倘若父母外出打工，应将

这一任务交予监护人，并交代完成作业的重要性，使这一

任务能顺利完成。家庭教育的落实对深度教学具有支撑

作用，可以促使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充分互动，跟上教学

进度，进而使深度教学策略能在课堂上有条不紊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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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挖掘文本资源，寻找切入点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内容优美，教材也收录了

不同体裁的文章。学生学习课文，可以读写结合，能够较

好地学习表达。学生可以学习作者遣词造句的方法，不断

提升自身的习作技能。［2］对于不同的文体来说，学生要表

达的侧重点会存在差别。因此，教师需要充分挖掘文本资

源，结合文章类型，把握切入点，更好地开展随文练笔。
教师应准确把握阅读教学的迁移点，设计出与学生学

习相符的切入点，采用恰当的方式训练学生随文练笔。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同课文内容展开对话，带领学生走入课本

内容，让学生通过开展阅读实践，获得更加深刻的感受。
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模仿，仿写文章中的精彩内容，表达

自身的感受。比如《广玉兰》与《夹竹桃》所描写的对象都

是植物，文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教师需要准确把握课文

的精彩内容，不断强化学生的创作意识，教师在要求学生

模仿时，要适当降低习作的难度，确保学生自信心不受影

响。此外，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尝试，不断提升写作的效

果。通过这种方式开展随文练笔，学生不仅可以深化对文

章内容的理解，而且可以更好地掌握习作技巧，培养习作

的兴趣。
总之，在开展随文练笔时，教师需要充分结合文本特

征，并从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以及特点等角度，充分体

现文本特色，彰显文本价值，进而更好地开展练笔工作，获

得更加丰富的练笔资源。在开展课堂教学时，教师可以设

计多种类型的随文练笔，充分体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

点，更好地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与习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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