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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中段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随文小练笔学习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小学中段语文随文小练笔活动的开展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本单元内容学习的理解吸收程度，同时对学生课文学习的质量进行检测。在小学中年级教学阶段，学生们已经积累了一

定的语言输入，开始参与写作活动，尝试利用一些写作技巧进行语言输出，用纸质材料描述自己的现实生活与真实情感。其中，课堂小练笔

便是一种简便、灵活的写作训练活动，一般发生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之中，保证小学生可以在灵感迸发与习作欲望十分强烈的时机下展开写

作练习，是保护小学生写作欲望与积极情感的重要活动。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积极组织课堂小练笔，切实丰富小学生的写作经验。本文将

从根据课堂生成切入课堂小练笔、借助阅读文本组织课堂小练笔、借助听说训练组织课堂小练笔三个角度来分析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如何组织

课堂小练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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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写作学习，因为小学语文教师习

惯了在固定的作文课教学时间内组织写作教学，忽视了小学生的学习情

感与表达需求。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小学生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可以在作

文课上完成习作任务的“捷径”，选择照搬现成材料，或者是写流水账，

由此应付差事，严重弱化了小学生的书面表达欲望。面对这个现实问题，

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创新与丰富写作训练形式，尽量保证在小学生表达欲

望强烈的前提下切入作文训练。因此，小学语文教师便可积极借助课堂

小练笔组织写作教学。 

1 根据课堂生成切入课堂小练笔 

在新课改下，人们开始关注小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并由此提出了构建生成性语文课堂的具体建议，希望小学语文教师可以

解放学生，让学生自主经历语文知识意义的生成，由此实现深度教学，

保证小学生进一步优化自己的母语思维。那么，在课堂生成中，学生很

可能会产生书面表达欲望，而这就需要小学语文教师积极组织课堂小练

笔活动，引导小学生主动记录个人生活与所思所想。 

就如在《做一片美的叶子》一課教学中，我就利用一些景色照片导

入了新课，让小学色生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与叶子的形状特征。然后，

小学生们可以走出教室，观察学校中树叶的形状特征，由此引入了“没

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这一基本观点。然后，学生们便感到十分新奇，

部分学生还表示自己一定要向叶子学习，努力彰显自己的个性，突出自

己的长处与优势。借此，我让学生们自主撰写了一篇“我就是我”的作

文，鼓励学生大胆表述个人特长，突出自己的人格魅力。 

2 借助阅读文本组织课堂小练笔 

利用文本阅读活动来组织课堂小练笔实则是实施读写结合教学活动

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小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基本途径。对于小学生来

说，他们的生活十分丰富、情感体会也十分多元，而这些因素本就是重

要的写作素材。但是，有的小学生却并不知道如何通过文字来记录这些

素材，缺乏有效的习作经验。对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文本阅

读活动来突出写作技巧与表达方式，促使小学生积极内化，灵活迁移，

便于小学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 

就如在《哪吒闹海》一课教学中，我就根据课文描绘哪吒闹海的事

件经过与叙事结构进行了重点指引，鼓励学生汇总事件发生的顺序与经

过。然后，我提炼了记叙文三要素，即人物、环境与事件，然后将事件

拆分成事件起因、经过、高潮与结局四个因素。进而，学生们便可按照

这个结构撰写一篇记叙文，描述自己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一件事，从正叙、

倒叙、插叙等写作顺序中灵活布置文章结构，由此保证整篇作文的连贯

性与流畅性。另外，在突出人物性格的时候，我还借助《哪吒闹海》中

关于人物描写的片段信息组织学生学习了相关的写作技巧，鼓励学生从

语言、动作、外貌、心理等层面丰富作文内容。 

3 借助听说训练组织课堂小练笔 

听说活动是小学生利用语文所学展开日常交际的活动，已经被列入

培养小学生语文能力的基本内容组成，对小学生的现实成长很有意义。

在听说训练中，小学生会自主阐述个人对某个观点、主题的看法与认知，

能够积极分享自己的生活。对于这一生成性资源，小学语文教师也要积

极切入课堂小练笔活动，利用小学生的生活分享与思想交流确定具体的

写作主题。 

就如在《每逢佳节倍思亲》一课教学中，我就鼓励小学生们分享了

自己与父母相处与分别的过程，鼓励小学生讲述自己与家人相处的点点

滴滴，引导学生描述自己对家人的关爱与思念之情。为了唤起学生的真

情实感，我还播放了《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感人的歌曲，让学生们变得

十分动情。然后，学生们便认真分享了自己印象中 为温暖的家庭生活。

借此，我鼓励学生待口语表达结束之后自主展开书面写作，引导学生用

文字铭记这种情感。 

总而言之，新课改已经将听、说、读、写训练融合为一个整体，而

小学语文教师也要积极借助这一改革机遇来组织课堂小练笔活动，及时

渗透写作训练，帮助小学生逐渐养成用文字记录人、事物的好习惯，促

使小学生在写作练习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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