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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文练笔是在阅读教学过程中，

根据阅读内容的生发或语言表达形式

的迁移进行的一种写作训练。它是作

文教学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能有

效地打通阅读与作文的壁垒，将书面

表达能力的训练渗透在整个语文教学

过程中。如何随文练笔，一线语文教

师做出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索，总结出

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但是在

具体运用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普遍

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随文练笔的实效。因此有必要对小

学语文随文练笔进行整体的审视，笔

者认为应着重加强对以下几方面的思

考 ：
一、明确目标，加强随文练笔的

针对性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无论

是在语言、文体、题材的选择，还是

在立意的创新、章法的独特方面，往

往为随文练笔提供了多个训练点。随

文但却不能随意，要不要进行练笔，

抓住哪个点进行练笔，要切实结合课

程标准、文本特点、教学目标、学生

实际需求这三方面综合考量。

以苏教版四年级上册第 8 课《虎

门销烟》为例，围绕这篇课文的教学，

我们可抓住感受，以“我站在林则徐

塑像前”为题写一段话 ；可仿写第二

段“销烟前的场面”，进行场面描写训

练 ；可抓住第三段“销烟的过程”，进

行动作描写训练 ；可围绕第四段“老

百姓的反应”进行补白，想象他们具

体的言行 ；可以抓住文本叙述一件事

的结构形式，结合学生经历的活动进

行构篇的提纲训练 ；也可以收集事件

的历史背景进行整理叙述 ；等等。这

些不同的练笔点所训练的侧重点也不

尽相同。假如侧重于加强阅读教学中

学生文本感悟的深化，可以写感想为

主，在升华学生对林则徐的认识、领

悟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明白自己肩

负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锻炼了他们

组织文字抒发内心感受的能力 ；如果

学生平时作文中抓不住细节、写不具

体的现象比较普遍，则可以联系生活

实际依托文本仿写“销烟过程”或展

开想象补白“老百姓的反应”⋯⋯总之，

要让每一次随文练笔有鲜明的目标指

向，充分发挥动笔训练的作用。
二、厘清序列，形成随文练笔的

系统性

练笔是随文的，但教师的视野不

能就文而文，要有相对整体系统的考

量，否则就会或训练混乱，东一榔头

西一棒槌，形不成合力 ；或某一方面

反复训练而忽略了其它方面。随文练

笔要有整单元、整本书，甚至整年段

教学的思考安排。整单元考虑，就可

以根据单元选文，将本单元写作教学

的难点要点分解到相应课文的阅读教

学中随文练笔 ；整本书考虑，就可以

再结合进本班学生写作能力的特点，

分阶段分别相对侧重在某一个或几个

方面的练笔训练 ；整年段考虑，就必

须依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课标要求进行

预设。笔者觉得我们小学语文教师完

全可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不妨共同

作个研究，将语文书各篇课文中的随

文练笔点都列一列，形成基础性菜单。

这样我们一线教师可以根据各自实际

进行选择、组合本班的随文练笔序列，

同时有了这个基础也便于进一步地创

新。

随文练笔不光要有内容上的序列

安排，还要充分考虑训练层次上的序

列，既不能随意拔高练笔要求，也不

能低水平地重复，要依据课标要求和

学生实际确定。低年级主要落实词句

的练笔，涉及到段则多用简单性仿写。

中年级主要落实段的随文练笔，对篇

章只是逐步渗透。高年级不仅要加强

针对性的段的练笔，还要适时进行篇

章的练笔训练。对于高年级篇章的随

文练笔训练，不能误解为写整篇的作

文，而应是引导学生借助经典课文，

随文练习写作提纲、思路的谋篇构局

设计，再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练

笔其中某一部分。这个层次性不光体

现在不同年段的学生上，还体现在针

对不同学生个体的因材施教，即班级

里不同写作基础的学生，要求也应有

一定的调整。
三、做好铺垫，彰显随文练笔的

读写结合性

随文练笔，落脚点在练笔上，但

是随文却是必不可少的依托和铺垫。

阅读教学中如何做好随文练笔的铺

垫？我想管建刚老师彰显写作本位的

阅读教学风格能引发我们的思考。管

老师的语文课注重强化表达意识，这

是管老师对小学语文教学个性化的艺

术追求与开拓。作为普通的一线语文

老师很难都像管老师那样进行教学，

但是应当结合本身的实际适度借鉴。

笔者仍旧以《虎门销烟》为例，

谈谈铺垫与仿写“销烟过程”的动作

描写练笔的阅读教学。课堂上，教师

首先要关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其次

不能将教学仅仅定位在让学生知晓“如

何销烟”，而应借助于“如何销烟”的

文本内容，引导学生深入文本推敲“撒

下”、“抛入”、“倒下去”这些动词先

后顺序的重要性、动词用词的准确性、

生动性以及连词的准确运用 ；引导学

生明白写动作要抓关键动作 ；引导学

生感受到作者展现“销烟过程”的一

系列动作，是为了表现林则徐与老百

姓销烟的坚定决心以及当时酣畅淋漓

的痛快心情，是为文章的主旨服务的。

有了这样的阅读基础，动作描写训练

的随文练笔自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由此可见，读与写要结合起来，千万不

能读写两张皮，把随文练笔异化成了加

塞儿。因此，在针对预设的随文练笔

相关处的教学中，我们教师要在不影

响整体教学的情况下适度加大对表达

输出的教学力度，使得读写结合的随

文练笔教学与效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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