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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练笔在推进文本细读中的作用管窥 
王央萍 

（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浙江 慈溪 315300） 

摘  要：文本细读包括读文本的内容和形式，课堂中找准契机，适当安排小练笔，如：仿写、缩写、写对

话、写感悟等小练笔形式可以有效地推进学生对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把握，促进学生细读文本，从而实现

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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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练笔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言语实践形式，也是我

们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覆盖性很强的教学环节。小学语

文教材的每一篇课文都是我们进行小练笔的语言材料。

课文情境激发了学生的情感、思维，小练笔反过来作用

于课文理解，情意体悟。练笔结合研读，既能促进文意

的获取又能保证语言的学习，从而较好地完成小学语文

教学的根本目标。 

从窦桂梅执教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到

王春燕执教的《猴王出世》，当前小语届刮起了一阵“文

本细读”之风，在阅读教学过程中，除了注重阅读理解

文本思想内容外，更加注重理解语言、学习语言。那么，

教师应该如何引领学生深入文本、解开语言的密码呢？

笔者认为把小练笔运用到文本细读之中，给予学生具体

可行的策略，可以进一步推进文本细读的实效性。 
一、披文入境 提炼文意 

细读文本读什么？不外乎是“读文本的内容和形式

（言语的形式）”。[1] 

读懂内容的第一步就是领会文章大意，捕捉语言文

字传送的基本信息。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握文章句、段、

篇的大意，为此课堂上不妨设计一些练笔点，帮助学生

把握文章主旨。如低段的孩子在学习句子时，常常需改

变人称来描述句意，其实这属于小练笔中的改写，在遇

到学生较难理解的长句时，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提示语

的情况下指导学生改写从而理解句意。而对于概括段落

大意和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初读课

文时带着相关问题去读，再以回答问题的形式把握文章

大意，这样会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其实这属于小

练笔中的缩写。 

二、找准契机 直抒胸臆 

在把握文章主旨的基础上深刻体会文章所表达思

想感情，去深挖内容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读懂内容

的第二步，这也是阅读教学的关键。教学中老师可以采

用写感悟、写对话、续写等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走进文

本，读懂内容。 

例如三上《给予树》一文的课后练习安排了一个“我

要替那个小女孩写几句感谢的话的小练笔；《小摄影师》

一课学完后可以让学生通过续写故事，进一步把握伟大

人物对下一代的关爱之情。三下课文寓言《南辕北辙》

一文，在学完之后就可以请同学们写一写受到了什么样

的启发；《夸父追日》教材中出现的泡泡提示：“我想

写一写读了课文后的感受”，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使学

生进一步理解课文所蕴含的深刻的道理……从这儿也可

以看出，教材中的练习和提示语的设计都有其匠心所在，

教师应该善于利用教材的编排特点，如“泡泡”“课后

练习”等来设计教学，带领学生在“语言文字里走个来

回。”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不管是利用已有的教材上的练

笔点，还是教师适时安排的练笔点，都应该防止机械的

为练笔而练笔，阅读教学中的小练笔，一定要与整个学

习过程保持一致，与文本内在的气势与神韵和谐交融，

不为写而割裂了教学过程的流畅，破坏了课堂营造的情

感“场”。练笔在学生“情动之时”，才能起到对文本

深入理解的“推波助澜”作用。 

三、练笔入情 学习鲜活语言 

任何内容都是一定形式的内容，“语文课，必须从

‘言语形式’上去关照，也就是要把着力点放在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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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何把握文本的形式，既是阅读教学的重点，亦是

难点。那么，如何采取有效的点拨才能“拨动学生的心

弦”，让学生充分感受语言文字的精妙呢？多种形式的

朗读、批注都是不错的方法，[2]但笔者认为小练笔尤为

合适。 

课文无非是一个例子，因此可以在课堂上以课文的

典型结构、典型写法为蓝本、进行仿写。如三上的第一

篇课文就是郑振铎的《燕子》，第一段仅一句话，“一

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

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这一段对燕子外

形的描写似一幅简笔画，简洁而又传神地勾勒出了燕子

的外形，抓住了燕子外形的主要特征。学生在熟读第一

段后，可以让学生仿照第一段的句型写一写自己 喜欢

的一种动物的外形，有的孩子常常为寻找不到合适的词

语而苦恼，而另一些孩子也为自己用上了精准的词句而

倍感欣喜，这时教师再回过头来细细地品位这段话才感

受到了作者遣词造句是多么的“精准妥贴”。 

在学了《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后，教师就可以指

导学生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个地方

具体地写出它春、夏、秋、冬四季中某一个季节的特点；

大家都熟悉的《桂林山水》一课则是一篇极好的仿写样

本，这篇文章结构简洁，描写山和水的段落构段方式一

致，句子形式一致，先写水再写山，由近及远突出特点。

而学生自己的家乡杭州也是他 熟悉的地方,山清水秀、

风景别致，所以就让学生仿写《家乡山水》。学生有典

型的结构、典型的段式、典型的语言为依托进行仿写，

写起来得心应手，效果自然十分明显。 

通过这样大量的仿写，就会使学生熟练地掌握这些

文章的通用之法，解开文本的语言密码。 

在小练笔中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小练笔中感悟

文章语言形式的精妙，从而实现了对文本的细读，小练

笔为细读文本服务；但另一方面，细读文本 终是为了

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为学生积累了写作内容上的素材

和形式上的积淀储备，所以 终读还是为了写。其实，

学生的语文素养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

教师应增强“写”的意识，在阅读教学课堂上一定要让

“写”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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