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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拼读法研究方面，由于欧美国家文字
主要是由字母组成，所以有关自然拼读法的研究
和应用比较早。现阶段国内自然拼读法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自然拼读法运用的作用（单词发音、单词
记忆、学习兴趣、语音意识、阅读能力、听力及口
语）、自然拼读法与音标教学法的比较、自然拼读
法在不同学段的应用方式等。

在自然拼读法应用于英语词汇教学研究方
面，从已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大
都集中在国内。一方面是部分研究者对常规模式
下词汇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在
常规模式下英语词汇教学存在着词汇学习效率
低、学生学后容易遗忘、单词拼读不规范、忽视词
汇发音规则、学习单词不会使用、词汇学习缺乏情
景性、语音规律不易掌握等问题。另一方面，部分
研究者通过将英语国际音标与自然拼读法进行比
较分析，认为自然拼读法具有简单易学的明显优
势，但是也存在着不适用多音节单词、部分词汇自
然拼读结果不符合发音规律等明显缺陷，提出在
自然拼读法英语教学过程中需要灵活多样，建议
在不同阶段的词汇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再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大多数是一线教师）开展
了自然拼读法的实验教学活动等实证研究，结果
是自然拼读法的使用确实对学生掌握必学词汇有
很大帮助，而且自然拼读法还能够增强学生单词
拼读的兴趣、提升学生词汇学习的信心。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自然拼读法的
定义各有侧重点，在本课题中笔者认为自然拼读
法就是指一种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字母或者字母组
合与发音之间练习、进而帮助学生实现英语单词
正确拼读与拼写的方法。自然拼读促进小学低段
英语词汇教学探究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开展的，尊
重英语教学规律和学生年龄特点，综合语音、词
汇、语法、功能、话题五大要素，重语音知识和语音
能力培养的教学过程及活动设计。

一、词汇教学探究的目标
希望通过探究究，达到以下方面的目标：一是

结合自然拼读法对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英语词汇
学习的作用和影响，分析自然拼读法在小学低段
英语词汇教学中运用的可行性；二是结合当前小
学低年级学段运用自然拼读法开展英语词汇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自然拼读法在小学低年
级学段英语词汇教学中运用的优化措施；三是将
提出的优化措施在教学中运用，提升教师教学能
力和学生英语学习水平。

二、词汇教学探究的思路
遵循“理论分析——实证调查——提出建议”

的整体思路开展应用。首先，梳理总结自然拼读
法对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作用和
影响；其次，对当前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词汇教学
中自然拼读法的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存在的
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最后，从教师教学方面提出自
然拼读法在小学低年级段英语词汇教学中应用的
优化策略。

三、词汇教学探究的内容
自然拼读促进小学低段英语词汇教学探究是

以小学英语三、四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自然拼
读法在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为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分析自然拼读法对小学低年
级学段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作用和影响，结合当
前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词汇教学中自然拼读法的
应用情况，从教师教学方面提出自然拼读法在小
学低段英语词汇教学中应用的优化策略。

1.自然拼读法会对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英语
词汇学习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参考已有研
究成果，笔者认为自然拼读法对小学低年级学段
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首先是自然拼读法的运用有利于提升小学
低段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语音意识、拼读和拼写能
力；其次是自然拼读法的运用有利于提升小学低
段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英语
词汇学习的自信心；再次是自然拼读法的运用能
够帮助学生掌握词汇拼读的方法，有利于提升小
学低段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的自主能力。

2.小学低年级学段应用自然拼读法开展英语
词汇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问题。在教师教学方
面：首先是教师在自然拼读法运用过程中比较盲
目，没有制定明确的自然拼读法运用目标；其次是
教师在自然拼读法运用过程中相对机械，没有达
到灵活运用的程度；最后是教师在自然拼读法运
用过程中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学生学习方
面：首先是学生在利用自然拼读法进行拼读的过
程形式化，部分学生看似积极，实则是随声附和缺

乏思考；其次是部分学生运用自然拼读法不及时，
仅限于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使用，在其他时间很少
运用自然拼读法。

3.自然拼读法在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词汇教
学中应用需要采取哪些优化策略。一方面是采用
教师培训、教学教研反思活动等方式，提高小学年
级低段英语教师自然拼读法的应用能力和运用水
平。自然拼读法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尚未在
英语词汇教学普及，很多英语教师对该方法的运
用方法、特点并不掌握。另一方面是在小学低年
级学段英语词汇教学过程要系统地教授自然拼读
法、要有序地组织学生进行拼读训练和拼写训
练。这是因为自然拼读法运用需要有连续性和计
划性，需要教师科学地制定整体教学计划进行系
统教学。再一方面是教师在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
词汇教学过程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教学方
法，如母语迁移较粗额策略、图片教学法、对比教
学法、归纳教学法等。最后一方面是教师在小学
低年级段英语词汇教学过程要注重温故知新、灵
活教授拼读规则、引导学生大胆尝试、对学生练习
进行及时评价方式等提升教学效率。

四、词汇教学探究的方式方法
1. 通过对相关学术期刊、教育网站和相关数

据库的检索下载，对相关的刊物、著作、书籍、论文
进行阅读分析研究。

2.采用访谈的方式，以小学英语教师为对象，
围绕小学低年级段英语词汇教学要求、自然拼读
法在词汇教学中的运用情况、取得的效果及存在
的问题、自然拼读法的运用建议等展开调查。

3.紧紧围绕“词汇教学方法”的整体思路为方
向，广泛搜集信息，通过信息驱动，对当前小学低
年级段英语词汇教学中自然拼读法的应用情况进
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观及客观原因。

五、词汇教学探究的步骤
词汇教学探究需要一年的时间，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研究准备阶段
（1）制定词汇教学实践制度和研究实施方案；
（2）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
第二阶段：研究实施阶段
（1）理论分析阶段。主要任务是总结分析小

学低年级段词汇教学的要求、自然拼读法主要运
用模式、自然拼读法对小学低年级段学生英语词
汇学习的作用和影响。

（2）实证调查阶段。主要任务有：一是对自然
拼读法在词汇教学中的运用情况、取得的效果、存
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实证调查和分
析；二是对听取小学英语一线教师、教研室及高校
相关专家对于自然拼读法在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
词汇教学中运用建议。

（3）提出对策阶段：从教师教学方面提出自
然拼读法在小学低段英语词汇教学中应用的优
化策略。

第三阶段：鉴定阶段
（1）整理研究相关资料。
（2）形成最终研究成果：撰写论文，撰写研

究报告。
（3）完成研究鉴定工作。
六、词汇教学探究的创新点
1.自然拼读促进小学低段英语词汇教学探究

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词汇教学中注
重教会学生方法，提高学生兴趣以主动学习的思
想。常规的词汇教学模式，往往是采用跟读、记忆
的方式，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本次探究通
过“授之以渔”，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2. 在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在于提出了计划性、
系统性使用自然拼读法开展词汇教学。在以往的
研究，研究者主要是结合自然拼读法的作用提出
要使用自然拼读法提升学生词汇学习质量，忽略
了自然拼读法的学习与掌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展。

3.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在于本次探究所拟采
用的调查法，除对自然拼读法在词汇教学中的运
用情况、取得的效果、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
因进行实证调查和分析之外，还注重在调查听中
取小学英语一线教师、教研室及高校相关专家对
于自然拼读法在小学低年级学段英语词汇教学中
运用建议。

4. 在破解难题方面不仅关注自然拼读法，更
加关注应用过程中的教学活动，通过总结和分析，
探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力图构建了一套
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以改变自然拼读法在词汇
教学中应用不佳的现状。

自然拼读促进小学低段英语词汇教学探究
○ 凯里市第八小学 王胜琴

民歌是在民间世代广泛流传的歌曲，是最
大众化的音乐形式，是大众口头创作的，并在
流传中不断丰富着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从广义上来讲，
民歌指有民族风格的歌曲。从狭义上来讲，民
歌就是民族民间歌曲。民歌的音乐语言简明
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据统计，各地已采集到的民歌，数
量总计超过三十万首。

高中音乐课程中的《音乐鉴赏》是必修课，
而“民歌篇”就是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在高中
音乐课堂教学中进行民歌鉴赏，特别是对我国
各民族民歌的鉴赏，有利于让学生了解我国各
民族的发展史及文化内涵，对提高学生的审美
能力、提升鉴赏水平，激发学生对祖国、对家乡
的热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在课堂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及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呢？结合本人多年的音乐鉴赏教学，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思考：

一、了解民歌的地域特色
我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是五十六个民

族的大家庭。我们的先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用劳动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民歌，就是各民族的文化奇葩之一。我们要
了解民歌的文化内涵，首先要了解民歌之所
以能流传下来的背景，如地理环境、生活状况
和当地的民风民俗。要把自己的心灵融入这
个环境当中，你才能品味出作品的美感。如
陕北民歌《信天游》，这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
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这是黄坡黄水
之间的一朵奇葩。其歌词是以七字格二二三
式为基本句格式的上下句变文体，它豪放、高
亢、激昂、浪漫。那是因为陕北的黄土高原的
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在
陕北，大部地区已成为破碎的梁峁丘陵，其间
也有少数基岩低山突起在高原之上，状似孤
岛。在这个环境中长期生活的人群，具有豁
达、真诚、豪爽、勤劳、善良的性格，所以反映
在民歌上也是这种风格。

在音乐鉴赏教学中，透过不同风格民歌的

欣赏，我们可以了解祖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
地域宽广和风情浓郁，因为多民族的友好相处
而实现文化的相互渗透，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既
有地域独特风格又深受大家喜爱的民间艺
术。这样，学生才因生于中国而荣幸，因祖国
绚丽多姿的文化而自豪。

二、了解民歌的情感表达
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只要是艺术作品，

创作和表达都是以情感作为铺垫的。民歌之
所以能够代代相传，是因为它能代表一个地域
人物群体情感表达的心声。毛泽东同志说过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虽然指的是一个人的
角色意识，但是作为一首民歌来说，因为这支
歌产生于这座“山头”，属于大家一起参与劳
动、一起参与创作、一起欢歌起舞、一起尽情享
受的。它是这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有着
与众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例如我们黔东南
的苗族飞歌，歌声悠扬、高亢、浑厚、情感表达
得淋漓尽致，有穿透力，无论相聚多远，都能听
得一清二楚。所以飞歌成了苗族同胞表达爱
情、寄托希望、颂扬美好的一种情感宣泄。再
如侗族大歌，因为侗族同胞基本上生活在山
脚，由于地势比较平坦，人们相互交流比较方
便，劳动归来之后，大家围在鼓楼里面你一言
我一语发自内心的混合唱，久而久之，这种唱
法形成了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大合唱。
侗族大歌悠扬婉转、气势恢宏、声声入耳、饱含
深情、感人肺腑，让人流连忘返。2009年2月，
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音乐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讲透民
歌是用情感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要告诉学
生，只有用心来唱本民族的歌，民歌才能有生
命力。教师要努力挖掘民歌的文化内涵和情
感元素，必要时要给学生进行饱满深情示范
（范唱），同时也教会学生能唱，才能让学生在
不断地体验中获得文化自信。

三、了解民歌的鉴赏法则
关于民歌的鉴赏，我们除了了解民歌的发

源地、当地的民风民俗、民歌的表达内容、民歌
的表现风格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融于其
中、深挖其韵、发表独见。

所谓“融入其中”就是将自己的情感融入
歌词的意境之中，歌曲的韵律之中，眼前要有
一幅幅的关于歌词和旋律所构成的画面感。
有画面感你才能身临其境，才能用情去唱歌，
才能真正品味出民歌的文化内涵。

而“深挖其韵”所指的是努力寻找民歌所
蕴藏的美感从韵律、节奏、歌词内容这三个方
面去思考。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民歌都实现了
韵律、歌词和节奏的完美结合，让人陶醉，更让
人心情能够得到轻松释放。如贵州布依族民
歌《好花红》：“好花（啊）红来好花红呃，好花
（啊）红来好花红呃，好花红呃好花生在那刺藜
蓬呃，刺藜蓬呃，好花（啊）生在刺藜树呃……”
歌词看起来很简单，但歌词的内容却很有韵
味。再配上歌曲中的委婉、深情、舒缓、甜美的
旋律，使《好花红》这首民歌更充满艺术韵味，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刻画的是一个个勤劳、
善良、温柔、内秀布衣姑娘的形象和她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关于“发表独见”所指的就是发表自己的
独特见解。说具体一点就是艺术批评。要学
会深度剖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认真品评作品
的优劣，让学生学会鉴赏音乐艺术。许多音乐
教师就只会被动去接受作者创作的暗示，跟随
别人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意图去被动接受审美，
没有站在独特的艺术视角，没有结合自己的文
化理解和生活体验去研究、分析和辨别作品的
真伪，结果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最后导
致学生也是随着教师的思路去被动认识作品，
被动欣赏美。一首民歌，在唱的时候大家都感
觉很美，但美在哪里却不知道，唱完了激情也
随之而结束。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传
承民族文化？我们又怎么能让民歌在传承中
进一步发扬光大呢？

音乐教师在进行民歌鉴赏教学，要认真
履行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一首民歌的演唱，
如何表达情感，如何鉴别真伪，如何将作品进
一步推向极致，让作品的文化内涵铭刻人心，
成为人人想唱、人人会唱的歌。这就需要教
师不断学习和深入体验。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境界。只有不
断深入实践，才能掌握民歌演唱的技法技
巧。这样，我们才能赢得学生的信赖和敬重，
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育人目标。也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算是真正地传承民族文化的引
领者、是有爱家爱国情怀的榜样者和培养学
生增强民族自信的垂范者。

在民歌鉴赏教学中培养学生民族文化自信
○ 锦屏中学 薛 娟

阅读和习作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联系，也是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学生通过阅读可以
积累较多的习作素材，在学生习作的过程中，这些
所积累的素材可以很好地应用在习作中，使学生
的习作速度和习作质量得到很好的提升；而习作
速度和质量的提升又能够很好地促进学生进行阅
读，改变学生对阅读的看法，使学生爱上阅读。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作能力要在小学语文的课
堂教学中使用读写结合的教学策略，小学语文教
师在读与写的教学过程中，根据阅读内容所给出
的不同信息，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做好
学生习作过程中的引导工作，才能确保语文教学
中读写结合策略的顺利开展。教育部先后颁布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1版）和《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等都强调语文教学中学
生实用性阅读、整本书阅读、思辨性阅读、广泛阅
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和增加阅读量……并明确小
学阶段应完成的课外阅读总量。

一、在小学语文课程中采用读写结合教学方
式的必要性

小学语文教学中读与写结合的教学方式是
小学生文化素养提升需要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而读和写两者之间是相互存在、相互促进的教学
活动。读写结合教学方式的使用可以促进学生
对阅读文本内容的领会，通过阅读使学生能够精
细地领悟到阅读内容中作者的情感状态，在阅读
教学中通过对阅读内容的分析可以完成与本阅
读内容相似的习作指导，当学生进行习作练习时
可以很好地完成对阅读的引领。

读写结合教学方式的使用还可以使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得到培养，当学生完成阅读任务
后，教师可以根据阅读内容提出一些问题，让学
生围绕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想象，学生就
会把所思考的问题内容转化为文字，进而使学
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培养。通过
阅读使学生更加系统地了解所阅读的课文内
容，学生在习作的过程中就会不自觉地使用课
文中的习作方式，学生的习作思路和方法得到
了拓展，习作水平会得到更大提升。因此，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教学策略的使用很重
要，只有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注重写，并在写的过
程中注重读，才能使读和写得到共同的进步，使
语文教学富有成效。

二、在小学语文课程中采用读写结合教学方
式的现状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读与写结合的教学方
式运用在教学当中，也受到了教师的重视，但是
在现实的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却把读和写分
开，进行区分讲解，部分小学语文教师从事教学
工作时间较长，他们认为语文课程需要分为不同
的模块，然后进行分开讲解，那么关于学生的阅
读教学和习作教学也应该分开进行，在阅读教学
中只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进行培养，却

不让学生进行习作方面的练习，在习作教学中只
重视习作的方式方法的教学，也不与阅读进行联
系。然而在学生阅读教学和习作教学中，部分教
师认为只有学生的阅读量增加，对词义的理解能
力得到提升，生词量得到增加，阅读视野得到开
阔，那么在学生进行习作的时候就会激发出很多
的习作灵感，进而创作出优美的文章，习作能力
自然而然就得到提高，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
更加重视开展阅读教学，对习作教学和读写结合
教学有所忽视，即影响教师教学效率的提升，还
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与阅读教学的结合方
式探讨

（一）在阅读中锻炼学生的习作能力
阅读与习作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教师在

开展教学时，不仅仅要做到以文章阅读为主来
引导学生积累丰富的习作素材，还应该指导学
生在对文本进行分析以及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多
样的习作方法。通过为学生创设出不同形式的
练笔活动，促使学生在活动的参与中能够完成
语言的建构以及运用。在此过程中，有助于学
生读写能力的提升。除此之外，教师也可要求
学生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完成习作的活动，
如此学生便能够对文本的内容进一步理解，从

而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例如，教
师在讲解《海上日出》这一课内容时，作者依据
时间的顺序，采用生动形象的描写方式呈现出
海上日出的具体过程，并且展示不同阶段日出
的特征。因此，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阅读时，要
立足于日出的过程，以不同阶段的特征作为切
入点，引导学生展开模仿习作。

（二）引导学生进行阅读积累习作素材
学生在进行文本的阅读时，语言是最为基础

的内容，与此同时阅读也是学生获得丰富知识的
主要活动之一，主要是因为阅读能够帮助学生获
得丰富的习作素材，为之后的习作奠定良好的基
础。因此，教师在开展实际教学时，应有效采用
读写结合的教学策略，并且能够做到以文章阅读
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边阅读边习作，以此来提
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例如，教师在讲解《猫》这一篇文章时，文章
的开始作者便说明小猫的性格是古怪的，接下来
又从不同的方面通过细节描写的方式来呈现小
猫古怪的性格，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说明了小猫的
可爱。作者在对小猫进行描写时，所使用到的语
言较为精彩，因此在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时，应要
求学生一边进行文章的阅读，一边进行优美语句
的勾画，帮助学生获得丰富的习作素材。具体来

说，就是在读写结合的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要
求学生对阅读文本的内容进行整合，完成知识框
架的构建；接下来，教师可以为学生提出具体的
读写结合任务；最后，就是对文本的内容进行阅
读，并且圈画出在文章中哪些部分能够看出作者
对于小猫的喜爱。当学生完成这些任务时，便实
现了对文本内容的充分理解，也积累到了丰富的
语言素材。

（三）在精心阅读中提高学生写作素养
读书只有达到善读的地步，才能对学生如何

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具有指导意义。正
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果能善读，自必深受所读书
籍文章所影响，不必有意摹仿，而思绪与技巧才
能渐有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运用阅
读中学到的方法，学习写一处景物。抓住景物的
特点，按一定的顺序，展开丰富的想象，表达自己
真挚的思想感情，达到以读带写这一教学目的。
以写引读就是学生要在实践中勤写勤练，这样才
能练出一定的写作能力，在写的练习过程中，学
生会发现自己阅读得还不够，此时教师推荐相关
文章给学生，由此让写为读引路，不断提高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提高习作的写作能
力，提高习作写作水平。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语文教学

时能够采用读写结合的教学策略，充分发挥阅读
教学与习作教学之间所存在的关联，以此来培养
学生的读写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质
量与效率。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生阅读与习作教学相结合方式的思考
○ 凯里市第一小学 何应平

借力群文阅读，旨在通过有教师引导的多
文本“比、对、读、议”，紧密契合了统编语文教
材“1+X”教学理念，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文本感
知不同的内容和心境，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
并从群文阅读从中找到作文提升的切入点，从
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一、借力群文阅读，学会积累
中学生群文阅读主要是通过对语言的深

入探究和整体感受进行积累的，往往不可能
像大人那样，通过理性的分析来得出结论，这
是由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来影响的，而让他
们进行这一组文章的背诵，也是因为他们擅
长记忆，记忆的效果往往比形象思维记忆要
好得多，所以我们教师将这一组组的群文文
学作品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感性
的认识，而对于课堂上一些精彩的课文，他们
很难达到一个透彻的学习程度，也不能对这
些好词好句进行欣赏。因此，教师在进行群
文阅读教学时，可以介绍足够多的文章，如知
名作家系列同类型文中的精彩章节，让他们
熟读熟背，长此以往，从而增强学生的语言运
用能力。例如朱自清选取了“草、花、风、雨、
人”来写春，《济南的冬天》作者选取了山、水
来展现济南冬天的美，而《雨的四季》刘湛秋
则是写了四季的雨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我们重点比较了几篇文章中的关键点，引导
学生体会并积累作者笔下的自然之美。例如
袁佳瑞同学的《和谐美》，就选取了有代表性
的自然景物来写苗岭的四季之美：春天写风，
还引用了朱自清《春》里的：“‘吹面不寒杨柳
风’不错的，就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夏天写
鸟、树、太、余晖；秋天写丰收的香气和有情的
落红；冬天写雪花和月色。

二、借力群文阅读，学会整合资料
借力群文阅读，学会整合资料。我们教师

通过群文阅读课，将所上的群文阅读课学会的
方法与技巧进行整理。例如，我们进行群文阅
读的教师在上完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后，这个

单元是以“民俗风情”为主题，本单元的四篇文
章分别是《社戏》《回延安》《安塞腰鼓》《灯笼》，
这组文章都承载了国人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多
彩的地域文化，展示了传统文化习俗。把民族
生活小情节、民族特色文化、节日、地方美食等
进行整理，进而对当地民族特色的民俗风情进
行针对性的对比收集及整理。例如，我们教师
把学生收集整理的民俗风情小片段进行群文
分享：有写美食（酸汤鱼、腌汤、熏腌肉、七彩糯
米）；有写节日类的（苗年、侗年、吃新节、二月
二）；有写民族乐器（芦笙、琵琶、苗鼓）；有写民
族建筑（苗族的风雨桥、侗族的吊脚楼）；有写
民间传说等。

三、借力群文阅读，学会构建思维导图，进
而运用到作文提纲

在教学中，笔者借助《安塞腰鼓》《鼓神》
《窗花》《四合院里的拜年》几篇文章，让学生了
解不同地方的民俗特点，感悟从这些民俗中体
现出来的人的精神世界和追求，教会他们如何
凸显我们黔东南少数民族的特色，表现我们黔
东南的精神。例如张瑞华的作文就利用思维
导图分了三个镜头来写黔东南之美。镜头一：
景美神爽，写黔东南的美景；镜头二：脱贫致
富，写黔东南人努力奋斗，成就了如今全面脱
贫的大好局面；镜头三：酒香人和，写黔东南的
酒、歌、舞。这样一来作文结构完整，思路清
晰，条理井然，重点突出。

四、借力群文阅读，实现读写习惯
实际教学工作中，在每单元教学内容结束

之后，马上教学生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章的精彩
部分，抄在本子上并加以赏析。另外笔者在设
计群文阅读教学的时候，重点强调一个“读”
字，不板书，不笔记，不归纳，不分析，一切的一

切都通过群文阅读去体会、感悟，让孩子们顺
着不同作者的文字，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发现，
去寻找，什么是美，文字的美，语言的美，世界
的美，并且把这些美记录下来。因此，笔者每
周都布置学生去落实几组群文阅读，然后把这
几组文本的好词好句进行整理，并写下自己的
阅读感想，并进行检查，培养学生的读写习惯。

五、借力群文阅读，实现读写相结合
要想写好一篇文章，就需要学生具备能够

把一段话清楚完整地描述下来，还要有理有
据，还要具备感染力，这些都需要教师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教育学生。教师在课堂上
根据学生朗读时的思想感情，来安排学生课后
的写作训练任务。例如，笔者在上九年级二班
时，主要议题为《描写让文章出彩》，有文本一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本二《孤独之旅》、
文本三《背影》，这组文本主要通过外貌、神态、
语言、动作、性格等多方面将人物活灵活现地
表现出来，为故事的叙述做铺垫，同时给读者
留下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各
种描写方法，如描写方法中的动作描写、语言
描写、心理描写等，当场就可以教学生写一个
片段描写，尝试着用它来写自己的情感。结果
发现效果很好。如果这样从七年级开始练习，
学生就能真正达到借力群文阅读，实现读写相
结合，最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除了上面这些，贯穿始终的就是不断地修
改，每练习一次，学生借助群文阅读中学到的
写作经验，勤写片段，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把
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
样就能“出口成章”“下笔有神”，告别昔日“谈
作文而色变”的尴尬局面。真正地从阅读走向
写作，最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借力群文阅读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策略
○ 凯里市第十二中学 欧玉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