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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体交汇：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下习作教学融合点
汤聚梅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指出：在发展性学习任务群的“文学阅

读与创意表达”中提出了“尝试创作文学作品”。新课

标对各学段渐进式提升习作要求，在培养学生习作方

面，更加明确了方向。在不同学段，多个任务群下，文

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作为探究的中心内容，应立足新课

标，靶向定位，深入研究多种文本下对阅读与写作的融

合点，提升学生表达能力。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苏州工业园区，215021；

摘要：文本类阅读应当关注创意表达，这是个性化审美体验和个体语言经验形成的关键渠道。不同体裁的文学

类文本，创意表达的落脚点不同，认识并紧扣各类文本的创意表达，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关键。将创意表达

作为实现阅读与写作的融合点，也是构建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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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意表达下多种文体习作教学的融合点

（一）诗歌下的儿童习作萌芽

诗歌可以洗涤人的灵魂、净化心灵，儿童诗更是以其独

特的诗歌形式和纯净的内容，可以拓展学生语言素材

库，带领学生对日常生活进行深入感悟与认知，细腻学

生情感，培养习作萌芽。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可以将儿童诗作为习作教学的突破口，全面增强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

统编教材收入了大量适合学生阅读与学习的儿童诗

歌，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儿童诗歌短小精悍，语句活

泼，可配乐吟唱，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一年级上册课

文《秋天》《江南》《小小的船》课文内容简短，词文

优美，富有童真童趣。在读中帮助学生深刻体会诗歌中

蕴含的写作技巧，抓住关键词句对学生进行探究性的提

问，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如文中出

现的AAB的词“弯弯的”“闪闪的”“蓝蓝

的”引导学生多读多思，你还能说出哪些这类的词，根

据文中的“弯弯的月亮”再进一步拓展，“你还能说出

弯弯的_________？闪闪的_______？蓝蓝的______?” 

如果你坐在这样的小船里，你会做些什么呢？循序渐进

地提升问题难点，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的语感，为习作教学种下一粒种

子。 

教师还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立足于儿童趣味，结

合生活捕捉诗歌的素材，训练语言表达能。例如开

展“寻找秋天”的活动，留心校园的植物花卉有哪些

变化，观察树叶颜色有什么不同。引导学生走进生

活，调动感官感官对生活中的点滴事物进行捕捉，

帮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培养具有良好的发散性思

维。

（二）童话中的习作创意表达

    童话故事是构成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小学阶段低年级阅读的重要内容。精彩的故事情

节，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奇幻的场景，营造了一个

个神奇的世界。

    细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童话独特的文体特

征，更易于培养学生的创意表达。主要源于以下几个

特点：一是语言浅显，情节生动。童话类的课文语言

直白，浅显易懂，句子活泼生动，充满着童真童趣，

符合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二是童话故事具有较

强的表现力。例如一年级第八单元《棉花姑娘》

《咕咚》《小壁虎借尾巴》等童话课文，在内容结

构上运用反复的手法，让儿童能够逐步探究学习过

程。三是童话故事中具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赋予老屋人的形象，老屋总是

重复着这说：“好了，我到了倒下的时候了！” 但

它始终没有倒下去， 帮助老母鸡孵蛋，帮小蜘蛛结

网；体现老屋助人为乐的品质，符合童真童言，是创

意表达的一部分。

（三）神话创意表达中的习作教学

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充满奇幻色彩与深刻

寓意，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开展神话创意表

达习作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

能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内涵，提升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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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教学，要让学生感受到神话故事的神奇色彩，

一是感受神话故事的内容神奇，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对

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和未知力量的想象与解释，通

过“神人”“神力”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幻

想。二是要厘清叙事结构的神奇。神话故事的内核源

于人们的斗争心理，部落之间斗争，天地神明之间的

斗争，所以要有一定的结构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三是

要感受人物形象的神奇，每个神话故事都有一个伟大

的英雄人物，正义的化身，有着甘于奉献的精神，这

些神话故事，对学生的审美体验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小说中的习作教学落脚点

小说教学能够提升个性解读能力，丰富情感体验，

完善人格修养，升华人生境界，深化对生活和人生的

认识。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每个学段都编排了小说教学。小

说的阅读教学,一是要将“人物形象”作为首要切入点,

因为人物形象是小说创意表达的核心。教学小说类课

文，一是要从情节的角度来感受人物形象。小说中对人

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的描写，能展现该人物

的性格特点以及影响故事结果。例如六年级上册第四

单元课文《穷人》中对主人公桑娜的心理描写：“他

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

够他受的了……是他来啦？……不，还没来！……为

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

自作自受……嗯，揍我一顿也好！”写出了桑娜矛盾的

心理；同样的描写还有课文《桥》中的老支书，面对山

洪来袭，他临危不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村民,最后和

儿子英勇牺牲。这样的情节设计,对塑造主人公形象上

起到关键作用，瞬间觉得人物的伟大、高尚等形象。二

是要从细节描写中感受人物形象，细节描写是推动情节

发展的内在因素。抓住《桥》中老支书的动作和语言描

写、《穷人》中桑娜的心理活动描写,能让学生深入小

说情节当中,进行角色体验,体会细节背后人物的品格

和情怀。三是要从环境描写中感受人物形象，小说的

环境描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强烈的烘托作用。   

在不同文学体裁的课文教学中,教师要从课文的文

学特征着手,选择与体裁相对应的创意表达内容，教学

中引导学生开展文学审美的活动，培养鉴赏美的能力，

感受美的形象，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获得丰富的个

体语言经验。

（五）散文创意表达中的习作教学

在散文中的教学中，通常有两种重要途径：以形传

神和以神御形，其共同点是到达散文意境的融和统一。

观赏散文的意境美，就要循其通达意境的路途，领略差

异人物的差异人生的差异场景，从这种场景的或闪灼而

过或慢速展现之间，捕捉到作者寄寓于其中的绵长的情

思，深奥的哲理。

而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所选取的散文大都是咏物

抒情之类，如《月光曲》《怀念母亲》《匆匆》等散文

作品表面上尽管在写物，实际上更多的是抒发情感。因

此在散文教学中，借物抒情是文学创意表达的落脚点。

散文教学与其他类文章有所不同，应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怎样将所写之物的特点描述清楚。在散文中，

描写的事物不同，描写的特点和手法也不同，如《匆

匆》中“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

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运用排比句增强了

文章的节奏感和抒情性。《荷塘月色》中“曲曲折折的

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田田”一词精准地

写出了荷叶的茂密。二是所状之物与人是如何关联的。

作家在描写物的时候，往往是这一物顺应了当时的心

境。这种“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更是作家的主观感

受。

二、创意表达下文学阅读向文学写作的走向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属于发展型学习任务群的

内容之一，而创意表达应当从文学阅读走向文学写作，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文学类读写

单元的教学中,教师应当以创意表达为中心,建构读写深

度融合的学习任务群,让不同文学体裁的创意表达转化

为学生个体的语言经验和个性化的审美体验。

例如,统编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是散文单

元,本单元以“触摸自然”为主题，编排了精读课文

《草原》《丁香结》和略读课文《花之歌》三篇课文。

《草原》描绘了内蒙古大草原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

风俗民情；《丁香结》描写了北京城内外丁香的美丽姿

态，记述了由“丁香结”生发的联想；《花之歌》则从

花的视角描画了四季更迭花开花谢的现象。三篇文章题

材不同，景色各异，作者在描述景色时均融入了丰富的

想象和联想，教学时应开展以创意表达为目标的文学性

阅读与写作的融合。

以《丁香结》为例“......”作者在描写丁香花时

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将写景与抒情融合一体，教学课文

时应注重，阅读与写作的融合点，注重有创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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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面:多个方面，写特点。

从哪儿感受到作者对丁香花的喜爱之情呢?教师可引导

学生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句子。

（1）描写丁香的颜色：城里街旁，尘土纷嚣之

间，忽然呈出两片雪白，顿时人眼前一亮，再仔细

看，才只是两行丁香花。有的在院里探出半树银妆，

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墙上窥着行人，惹得人走

过了还要回头望。

（2）描写丁香的气味：每到春来，伏案抬头便看

见檐前积雪。色映进窗来，香气直透毫端。

（3）描写丁香的样子：有的宅院里探出半树银

妆，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墙上窥着行人，惹得

人走过了，还要回头望。

作家为了表达对桂花的喜爱之情,抓住了桂花最显

著的特点并从不同角来写，角度越多，越能体现作家

对规划的喜爱之情深厚，这就是本文创意表达体现之

妙。

第二个层面：虚实相生，写喜欢。

作家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实写丁香花的形象，虚写

寄托于丁香花的志趣和人生态度。通过丁香花的形象

描写，引出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从视觉和嗅觉对丁香

花有写意式的色彩描写，也有对花形的工笔白描，让

读者仿佛置身于丁香花的世界中。通过联想和感悟，

将丁香花与人生哲理相结合。

第三个层面：借物喻理，写情感。

    作家描写了城里街道旁、宅院里、城外校园里、他

住了三十年的斗室外丁香的不同形态，表达自己对丁香

的喜爱赞美之情，由物及情，最后写到丁香结是每个人

一辈子中都有的不顺心的事，而我们能做的是采取乐观

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作家面对丁香，一反古人的情感，

并不是一味地哀愁，更没有产生抱怨生活的想法，而是

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作家认为，人生中的问题永

远存在，是解不完的；正因为解不完，人生才不至于平

淡无味。显而易见，在花与人的故事中，交融点越多，

越能体现作家对花的喜爱之情，这又是本文创意表达点

之一。

在文学阅读和创意表达任务群的教学中，要尽力凸

显创意表达的逻辑接力功能,让最富语文营养的创意表

达支架在单元整体教学中得到有力开发、便利传递、顺

畅使用,从而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建构和教学做好技术

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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