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90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科研学术探究·第 1 卷·第 1 期·2022 年 6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iptm.v1i1.11634

想象如何表达，是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学生掌握了这

个方法，就有可能表达好，也就是说学生就有可能说好“想

象”，写好“想象”。为此，笔者紧扣课文，从表达的内

容到表达的形式，提出了七个“体悟”：体悟想象的趣事、

体悟想象的细节、体悟想象的结果、体悟引号的用法、体

悟关联的句式、体悟比喻的生动、体悟重复的作用，试图

搭建阶梯，助力解决“如何表达”这个问题。

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语文教研活动上，笔者听了一位新

老师上的人教版三年级下册《小真的长头发》一课。教学

过程在进入重点环节时，上课老师要求学生认真浏览全文，

找一找课文中哪几个自然段在写小真的长头发的有趣的事。

根据老师的问题，学生开始阅读寻找，待学生陆续找到相

关自然段后，老师又要求学生根据课后“小真说她的长头

发能做些什么？”这一个问题再读课文，概括那一件件有

趣的事。在学生争相概括、回答的过程中，教师形成了以

下板书：钓鱼、套牛、睡觉、晾衣、梳洗发、烫发。接着

教师指着板书提问：这些有趣的事是真实发生的吗？学生

答：这些有趣的事是想象出来的。在学生知道了“想象”后，

教师根据课后“想象一下：小真的长头发还能变成什么？

用来做什么？和同学交流，看谁的想法更奇妙、更有趣”

这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先在四人小组内说说，然后再写下来。

以上教学环节，总体是让学生在学习课文时体会了解

“想象”，然后通过课后题对“想象”进行迁移练习——“小

真的长头发还能变成什么？用来做什么？”从体会了解“想

象”到迁移练习“想象”，我认为这样的学习过程是没有

什么问题的，是一般教学中的常规做法。问题是只让学生

体会了解“钓鱼、套牛、睡觉、晾衣、梳洗发、烫发是想

象出来的”还远远不够。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是习作单元，

主题是“想象”。习作单元与其他的阅读单元不同，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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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语文习作单元与其他阅读单元的不同之处在于习作单元是为学生的习作做铺垫的，聚焦的是表达方法的学习，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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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教学强调在阅读中习得表达方法，承载着开启“发挥想象写故事”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重要的不是让学生
知道什么是想象，哪些是想象，而是要让学生明白“想象是如何表达的”，重点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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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全部内容都在为学生的习作做铺垫，聚焦的是表达方

法的学习。《小真的长头发》这篇课文安排在这个习作单元

的第一篇，根据单元语文要素“走进想象的世界，感受想象

的神奇。发挥想象写故事，创造自己的想象世界”的要求，

毫无疑问，这第一篇课文承载着开启“发挥想象写故事”的

重要任务，让学生“读写结合”，尝试着把想象的内容表达

出来。

因此，《小真的长头发》这篇课文的教学，除了要让

学生知道“想象”以外，教师还要进一步引领学生往深层次

思考挖掘，一定要在解决“想象是如何表达的”这个问题上

为学生搭建阶梯，帮助学生成功迁移，说好“想象”，写好“想

象”，完成课文承载的开启“发挥想象写故事”的重要任务。

先从表达的内容上搭建阶梯。

阶梯一：体悟想象的趣事。

课文第 9~20 自然段具体写了小真的六次想象。前四次

想象头发的神奇功能，是以“想象成什么”、“能做什么”

的方式加以叙述，分别是：钓鱼线——钓鱼、套牛绳——套

牛、被子——睡觉、晾衣绳——晾衣。后两次想象怎样解决

头发太长带来的麻烦：长发难梳洗——妹妹梳、河水冲洗，

长发拖地——烫发变成鸟窝。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百科知

识不足，阅读时难免不能与课文发生实际联系 [1]。因此这个

环节主要是让学生理解小真想象的对象都是日常生活中可

见的，这种想象不是“吹牛”的表现，而是小真作为一个小

女儿、一个少年儿童特有的天真烂漫，是在用特别的想象力

去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让学生明白想象要结合生活中的具

体事物，要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有联系，才能想象得“像”，

读了不至于让人感到是胡编乱造，一点生活的影子都没有。

阶梯二：体悟想象的细节。

小真的六次想象，想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是怎样把这

些事情表达得具体生动的呢？这就要认真关注其中的动词

了，看看这些动词表达了一个怎样准确的意思。如“要是从

桥上把辫子垂下去，就能钓到鱼呢”这句话中为什么是把辫

子“垂”下去而不是“扔”下去？如“要是从牧场的栅栏外

面，把辫子嗖的一下甩过去，连牛都能套住呢”这句话中为

什么是“套”住牛而不是“栓”住牛？还有如“卷在身上”

的“卷”、“拉在树上”的“拉”、“荡来荡去”的“荡”

等等，教师要通过用词比较，让学生体会词意的区别，进而

让学生明白表达要注意细节，准确运用动词，这样才会生动，

让人读了以后有画面感。

阶梯三：体悟想象的结果。

小真想象了好几件趣事，每一件趣事都是独立的“一

件事”，无非就是表述得简单点。是一件事，那总有一个结果。

因此，要让学生读懂每件趣事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如钓鱼的

结果是“不管什么样的都能钓上来”，套牛的结果是“一下

子就能套到牛角上”，晾衣服的结果是“所有衣服就能一次

全晾完”，头发长难洗梳的结果是“十个妹妹梳头、河水冲

洗”，头发长碍事的结果是“烫起来成树林”等等，让学生

明白想象不能不着边际，漫无目的，要逐步向着结果靠拢 [2]。

再从表达的形式上搭梯建架。

阶梯四：体悟引号的用法。

整个文本几乎全由对话组成，而且对话上引号的用法

又不相同，需要引领学生去发现不同，搞清楚为什么不同。

课文第 8~12 自然段原文如下：

第 8 自然段：“老长老长老长老长老——长！说起那

个长来啊……”

第 9 自然段：“要是从桥上把辫子垂下去，就能钓到

鱼呢。挂上一点儿鱼饵，河里的鱼，不管什么样的，都能

钓上来。还有呢……”

第 10 自然段：“要是从牧场的栅栏外面，把辫子嗖的

一下甩过去，连牛都能套住呢。一下子就能套到牛角上，只

要用劲拉啊拉的，一整头牛就是我的了。还有呢……”

第 11 自然段：“就是在露天里，也能睡大觉。只要把

头发像紫菜卷那样卷在身上，就成了松松软软的被子了。还

有呢……”

第 12 自然段：“要是把右边的辫子和左边的辫子绷紧

了拉在树上，家里洗的所有衣服就能一次全晾完啦。在衣服

晾干以前，我就能读上十本书。妈妈还会对我说：‘谢谢小

真啦。”

首先，让学生仔细读读课文第 8~12 自然段，看看与平

时看到的引号的用法相比较，这里的引号用法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第 8~11 自然段只有前引号没有后引号，而第 12 自然

段有前引号也有后引号？

在搞清楚以上问题后，继续引导学生发现其他自然段

中引号的用法，如第 15~16 自然段中。

然后师生一起小结：同一个人说的话要分段写的时候，

前几段每一段开头都要有前引号，不要有后引号，表示说话

还在继续。直到最后一段，既要有前引号，又要有后引号。

最后，还要点拨一下第 12 自然段中单引号的用法。

引号的用法虽然在口头表达时无法体现，但书面表达

时是必然要使用的。课文中的引号为什么这样使用理解掌握

了，后续迁移练习书面表达时也能正确使用了。

阶梯五：体悟关联的句式。

“要是从桥上把辫子垂下去，就能钓到鱼呢”，“只

要把头发像紫菜卷那样卷在身上，就成了松松软软的被子

了”，“当头发长到那么长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十个妹妹了”

这些句子有完整的关联词“要是……就……”“只要……

就……”，明显是关联句 [3]。有的句子如“要是从牧场的栅

栏外面，把辫子嗖的一下甩过去，连牛都能套住呢”，“我

只要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就行了，十个妹妹会卖力地给我梳头

的”，“躺在岸边，让河水冲洗头发，头发就在水里轻轻地

荡来荡去，好像海带一样”没有完整的关联词，但也是关联

句，可以尝试让学生把关联词补完整，添加到适当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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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然后读读，是否顺畅。这些句子要让学生反复朗读，体

悟关联句朗读时的顺口和表达意思时的清晰，从而喜欢在说

说写写时使用关联词。需要提醒的是，这个环节的教学切不

可纠缠有关关联词的一些概念。

阶梯六：体悟比喻的生动。

首先，让学生读一读：读读课文第 15~16 自然段，说

说这两段话中写得最精彩、最有意思的是哪些话？

然后，让学生品一品：①“抹上香波一揉，那泡沫啊，

高得能够着云彩”与“抹上香波一揉，那泡沫啊，高得能够

着云彩，好像一个大大的大大的蛋卷冰激凌”。②“躺在岸

边，让河水冲洗头发，头发就在水里轻轻地荡来荡去”与“躺

在岸边，让河水冲洗头发，头发就在水里轻轻地荡来荡去，

好像海带一样”。讨论：①中的两句话和②中的两句话各有

什么不同？

在此基础上，提示学生这两个句子都运用了比喻的写

作方法，并再要学生说说这样的句子你读了以后有怎么样的

感觉？从而让学生明白运用比喻就会让表达的事情更加形

象，更加具体，更加真实，更加能感觉到事情的有趣，读起

来更加好玩。

阶梯七：体悟重复的作用。

课文第 8、15 两个自然段都出现了一个句子中同一个

词连续重复几次的现象：“老长老长老长老长老——长！说

起那个长来啊……”“……，好像一个大大的大大的蛋卷冰

激凌。……”这两个句子的教学可以先要学生在课文中找到

并反复读读，读出那种天真的童趣，然后说说这样写是为了

说明什么问题？当学生明白这样写是“为了强调，为了说明

头发确实非常的长，好像蛋卷冰激凌的泡沫确实非常的大”

之后，再让学生揣摩这样写的另一种好处：天真、有童趣。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的教学过程，教师一定不要操之过急，

学生还没有好好读，就忙着把答案告诉学生。学生的理解，

不是教师给的，是自己悟的，就是教师给了，也要学生自己

再内化为自己的理解 [4]。这个过程中，教师只能是引领学生

怎样去读怎样去理解，切不可剥夺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定要

让学生慢慢地读，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读出味道为止。如

果读能到位了，那么这句话中重复用词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

也能水到渠成般地解决了。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管

是在阅读教学之前，还是在阅读教学之中或阅读教学之后，

学生对一篇课文的理解、感受，都是学生这一阅读主体的理

解和感受，别人是替代不了的。当学生的语文经验、知识背

景还不足以理解和感受课文时，教师一定不能以讲述自己对

课文的理解和感受去代替学生的理解和感受，让学生记住老

师对课文的几句结论性的理解和感受的话语，教师必须运用

诸如上述“搭建阶梯”的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去理解和感受。

从习作单元首篇课文的地位来看，我觉得《小真的长头发》

可以认为是一篇“例文”类型的操作性阅读课文。例文，就

是让学生通过课文的阅读，学会与所学课文相呼应的写作方

法，用读促写。操作性阅读，就是要抱着实践的目的，不仅

要求知，知道别人说了什么，是怎样说的，而且要去做，把

别人所说的与自己的实践联系起来，努力把自己的阅读理解

落实到实践的行为当中去。如论文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小真想

象的六件事和作者写小真想象时用的方法，还要运用理解了

的“想象”和“表达”进行说说写写。

至此，笔者觉得，论文开头讲到的上课教师要求学生

根据课后“想象一下：小真的长头发还能变成什么？用来做

什么？和同学交流，看谁的想法更奇妙、更有趣”这一个问

题先在四人小组内说说，然后再写下来的这个环节，应该随

机安排在上述各个“阶梯”之后。否则，在还没有体悟如何

表达的时候，要学生去进行表达，我觉得不管是说说，还是

写写，都生动精彩不了，具体形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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