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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小学语文教育在经历了多年发展后,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模式。但受到小学生年龄小这一因素影响,其理

解能力、写作能力自然是不足的,怎样在小学这一重要阶段提高小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为其今后的学业奠定坚实

基础？一直以来都是小学语文教师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通过随文取材,找到文章的切入点,进行课堂小练笔的教学实践,是有

利于提高小学生语文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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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还不成熟、思维不严谨的小学生来说,写作仍

然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而在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当中,我

们发现开展小练笔这种写作训练方式,易于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能使其主动拿起笔来写出自己实时所想的话。小练笔

就其表面意思来看,也就是精悍短小的动手随记,是发生在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课堂小练笔的安排得当、落实有效,一

方面是能够使语文课堂变得更轻松、活跃,另一方面能有效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1]。所以在小学语文实际教学当中,教

师应准确把握小练笔的时机、策略、切入点,以此来保证小

练笔落实的有效性。 

1 找到教材切入点 

因作文字数要求较多,在思维上也要有一定的缜密性,

所以导致小学生对写作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恐惧心理,而针

对于此,教师应在教材当中找到切入点,使小学生可以有一

个明确的方向来展开写作。 

1.1 精彩切入 

小学语文教材的选编都是非常严格的,也都是符合小学

生心智特点的。以《望庐山瀑布》为例,可以将这种精彩的

古诗作为小练笔的切入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这样经典的描写语句能够使学生们感受到瀑布的高

大、宏伟,使之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基于这一句古诗,教师可

以以此为切入点开展课堂小练笔,充分发挥出学生的想象

力。另外像是《小蝌蚪找妈妈》一文当中对小蝌蚪的描写,

也是非常生动的,以这样精彩的语句描写作为切入点,指导

学生进行仿写。 

1.2 标点切入 

在很多文章内容当中,都会通过留白的形式来留给阅读

者一些想象的空间,这些留白大都是用省略号的方式展现[2]。

针对于此,教师可以选择省略号这一标点作为切入,使之成为

课堂小练笔的切入点,例如在《妈妈睡了》这一篇课文当中有

这样的一段描写“好像在睡梦中,妈妈又想好了一个故事,等

会讲给我听……”,那么这里的省略号中,妈妈是讲了一个什

么故事呢？以此为切入,教师可以让学生去续写省略号中的

内容,任由其发挥想象力、创造力,激发活跃的思维,使其能积

极的投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另外像是在《三顾茅庐》一文当中在描写刘备走进草堂,

与诸葛亮见面时的情景所写也非常简单,这也可以让学生联

系整篇内容,发挥想象,把诸葛亮与刘备会面的情景写的更

为具体一些。通过这样多次的课堂小练笔,而反反复复的进

行,会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思维力,潜移默化的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 

1.3 略处切入 

为便于表达出文章中的中心内容,有很多文章当中都会

用到以省略的词语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境,而也正是有了这些

词语的存在,才给阅读者留下很广的想象空间。所以这也是

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以文章内容当中的省略词做切入,开

展课堂小练笔,而通过这样的小练笔,也有利于学生对文章

的更深刻理解[3]。 

举例来说,《荷花》一课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么多

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

也很美,在这段话当中,作者只是概括的去叙述了荷花的美

丽,其中并没有对荷花的哪一个具体姿态做细腻的刻画,因

此这也可以作为课堂小练笔的切入之处,请学生结合自己在

生活当中看到的荷花,展开合理、丰富的想象,去扩充一下荷

花的美丽姿态,通过想象,把在原句当中没有写出的内容具

体化,强化对语言文字的感受力。 

再例如在《巨人的花园》一文结尾之处,文中有这样的

描写：巨人生活在漂亮的花园和孩子们中间,感到无比的幸

福。那么,其中巨人与孩子具体是怎样幸福生活的呢？又是

怎样玩耍的呢？花园 后是怎样的呢？这些课文内容均没

有表现,而这也就恰恰可以作为课堂小练笔的切入点。通过

这样的切入练习,不仅能提高小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而且

也有利于加深他们的课堂思考,使其对文章有一个更深入的

理解。 

1.4 细微切入 

在小学语文教材当中,其中每一篇文章都有很多细节之

处值得我们去深究,对小学生来说,他们是很少会关注到的。

因此作为引导者,小学语文教师应指导学生去关注到那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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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的细微之处,使他们通过于此能够培养谨慎、细致的

性格[4]。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去仿写这些细微的写作手法,使

其掌握对细节的描写,丰富他们的写作方式。 

像是《梅花魂》一文,这篇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是相互呼

应的,在指导学生发现这一细微之处时,便可以设计课堂小

练笔,使学生按照这种方法写一段首尾呼应的练笔,从而掌

握细节描写方法。 

2 辅以多样化的写作形式 

小学语文教材选入的文本内容是非常丰富且形式多种

多样的,这些资源都应被充分利用起来,和学生实际生活相

连接,有效开展课堂小练笔。 

2.1 仿写 

儿童模仿才能是天生的,对于小学生学习作文来说,仿

写可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和训练方法,能起到对阅读、

写作的桥梁嫁接作用。充分借助于范文来指导学生进行仿写,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写作难度,保证亦或是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使其写作能力不断提高,思维创造能力不断得以发展。 

例如一首诗歌《听听,秋的声音》,在这首诗歌当中的描

写语言上,紧抓秋天大自然里的一些声音,并以诗的优美语

言来赞美了秋天。以此为契机,让学生去仿写一首诗歌,采用

形象的描述将各不相同的声音特点体现出来,而这样学生受

到的启发会更快,写出：听听,秋的声音,果树晃动身体,咚咚

是催促收获的号角这一类语言。进行仿写,一方面是加深了

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更是提高了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 

2.2 改写 

改写多是用在对古诗的改写上,对古诗进行改写,不仅

能帮助小学生对离其年代较为久远的古诗文内容有更进一

步的理解,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5]。小学

语文教材当中选入的古诗大都浅显、易懂,可以将此作为课

堂小练笔的内容,基于其对古诗意思的理解,将这些古诗词

语改写为现代文。 

例如在《牧童》这首诗当中,为了能让小学生真切的感

受到古诗当中牧童的无拘无束和休闲自在境界,在课堂教学

上,以牧童为什么“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为切

入指导学生展开想象,那么学生联系之前掌握的学习内容,

有的提出：牧童在放牛时因为捉蛐蛐把牛丢了,找牛很累不

愿意脱衣服等等。经过这些的改写,一片片有趣、自然的文

章自然也就手到擒来了。 

以改写的方式来进行课堂小练笔,不仅能使学生更好的

去理解古诗内容,更是会让学生跳出古诗,找到其与其它阅

读内容的相交处,从而产生在情感上的共鸣,增加阅读情趣。 

2.3 扩写 

扩写也就是指对原文的扩展、补充,使文本内容变得更

为具体。扩写方式的应用针对的是课文内容当中留白的部分,

或者是写的含蓄、简练的部分,这些部分常常会给人留有无

限的遐想空间；亦或是因为节选的因素,一些内容被删减掉

了。而小练笔则就紧抓这些留白,让学生通过课堂小练笔把

这些留白的部分补充具体,将写的含蓄的地方补充的得以明

朗,将删减的内容进行补充,无拘无束,可以是突破本文限制

的[6]。经扩写,一方面是使学生能更深入的理解课文内容,另

一方面也是使学生充分发挥其想象力、语言运用能力。 

在《再见了,亲人》这一篇课文当中,整篇内容皆是志愿

军说的话,是志愿军战士所追溯的往事,讲述的是志愿军对

朝鲜人民深厚的情谊。以此作为扩写的课堂小练笔内容：在

课文当中选择一件志愿军战士为朝鲜人民做的是,展开想象,

把这件事扩写具体。从而引导学生去更深刻的体会志愿军的

情感,并想到朝鲜人民对此是怎样想的,继而认识到志愿军

做出的伟大贡献,体会到文中所表达出的深厚民族情谊。 

3 结语 

小学语文课堂小练笔的教学实践是促进学生读、写共进

的一种有效方式,能帮助学生更深刻理解课文教材包含的真

正含义,并理解其中所讲述的道理。而且通过积极的思考、

探索,会更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提高写作、阅

读能力,对提示小学生语文素养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徐赞.小学语文课堂小练笔教学设计的有效策略[J].

作文成功之路(下旬),2016,(4):34. 

[2]郭雅琴.论如何实施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课堂小练笔

[J].卷宗,2016,6(12):282. 

[3]林海云.浅析小学语文课堂小练笔的教学实践[J].新

课程上旬,2017,(6):81. 

[4]贺勇芬,刘世辉.抓实课堂"小练笔"开启作文成功路—

—以人教版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为例[J].基础教育论

坛,2017,(15):25-26. 

[5]罗发来.找准切入点让语文课堂小练笔更精彩[J].语

文课内外,2018,(27):158. 

[6]马燕.课堂小练笔,多样形式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J].

新课程上旬,2017,(7):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