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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初步具备独立观察和写作
的能力，能完成一个个独立的话题写
作后，笔者开始寻找各种展示的机
会，将他们的作品稍加润色后去投
稿，使孩子们在一次次的展示中获得
成就感，进一步激发写作兴趣。

（一）“班级秀”，学生创作的动力
源泉。

每一次写作练习，笔者都会精批
细改，看到亮点，随手拍下来，发到班
级群里展示。这是独属于这班家长和
孩子的“班级秀”。

在习作讲评课上，这些孩子有机
会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

然后，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找亮点，
给他们当堂点赞。每一个得到机会的
孩子都是满怀喜悦地走上讲台来分
享的，这有效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写作
热情。

（二）“我的作家梦”，让孩子们的
习作走出班级。

学校宣传栏有一个“我的作家
梦”习作展示专栏，笔者挑选出孩子
们日常习作中的优秀作品进行编辑
美化，一张张打印出来。然后，带着全
班孩子一起来到专栏前，请小作者亲
手将自己的习作插入展板中。笔者非
常隆重地给孩子们拍照留念，告诉他

们全校师生走过宣传栏都会来欣赏
他们的作品，向他们学习，给他们点
赞。随着年级升高，笔者鼓励孩子们
将自己的习作投向市级刊物等更大
的平台。这群习作“零起点”娃因此认
识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知道什么叫

“投稿”，什么是“发表”，也知道了什
么叫“成就感”……

（三）“至高荣誉”，各级各类征文
比赛的魅力。

各级各类征文比赛是孩子们习
作成长的加速跑道。笔者组织学生
参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征文
比赛。赛前指导学生解题、选材，创

作过程中随时指导修改，成稿后再
指导投稿完赛。在一次次参赛作品
的打磨过程中，孩子们的写作渐入
佳境，市级奖项和省级奖项都有收
获。颁奖仪式上，孩子们接过奖状的
时刻不仅定格在照片中，也定格在
他们心中。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近四年的研
究，精准定位、精准施策，探索出一套
扎扎实实指导“零起点”儿童进行阅
读写作训练的策略，实践证明这套方
法切实有效，能帮助“零起点”儿童尽
快适应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进入良
性发展轨道。

面向“零起点”学生的读写教学探究

【摘 要】在当前教育大环境下，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关注重点大多在如何培优、如何拔尖上，殊不

知有那么一部分薄弱学校，有那么一部分“零起点”的儿童最迫切的需求是能跟上大部队步伐，不至于

还没起步就早早掉队。关注到这个群体后，笔者精准定位读写“起点”，针对性地做好规划，设计教学策

略，真正从“零起点”开始，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训练，几年下来，已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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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学校地处城市扩张的
边缘地带，就读的孩子主要来自本
地农民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
家长们大都忙于生计，无力倾注大
量时间和精力关注子女的教育发

展。于是，一年级新生中很大一部分
是如假包换的“零起点”儿童：孩子
的语言积累仅限于口语化、碎片化
的词句，有的甚至一个完整通顺的
句子都说不出。

随着国家教育改革进程的加快，
部编版教材内容虽说是从零起点开
始教学，但教材容量大，教学进度快，
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新的内
容又叠加上来。这使得没有学前阅读

打底，没有做过幼小衔接准备的“零
起点”儿童一时无法适应。所以，笔者
立足学情从“零起点”开始规划阅读
和写作，科学精准实施教学，几年来
已初见成效。

宁波高新区信懋小学 彭燕斌

一、多样阅读，为学生的语言注入源头活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
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朱熹的《观书有感》强调了阅
读的重要性。这是笔者为“零起点”学
生规划的第一步。

（一）亲子阅读，增进亲子情意，
培养阅读兴趣。

亲子阅读的作用很多，其中最直
观的莫过于让孩子在享受和父母之
间的亲密情意的同时进行阅读启蒙，
他们不必为了获取知识或技能去阅
读。阅读的目的更多在于发现阅读的
快乐，建立对阅读的兴趣，通过阅读
动作和父母进行亲子互动。因此让他
们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在接手
新一年级的时候，笔者请家长为孩子

设计了一份“阅读银行”存折，把日常
读的故事文章记录下来，可以很直观
地看到孩子阅读量的增长。

（二）绘本阅读，形象画面激趣，
培养读书习惯。

绘本作为一种以图画为主要表
现内容和形式的读物，构图巧妙，造
型生动，色彩优美，对低龄儿童具有
很大吸引力。

“零起点”孩子不识字，但已经具
备了一定读图能力，这时候笔者引导
孩子们阅读绘本，创造合适的阅读机
会，给他们读一读文字内容，和他们
一起看图讲故事。孩子们从阅读的起
点开始接触到的就是高水准的图画
与文字，他们在听故事中品味绘画艺

术，在欣赏图画中认识文字、理解语
言，培养积极主动的阅读习惯。

（三）APP助力，沉浸式体验，欲
罢不能的阅读大餐。

没有哪个孩子能拒绝故事的诱惑。
故事是孩子生活的各种投射，不同的场
景、不同的情节、不同的角色，孩子都能
够在这些地方找到自己的影子，迁移
自己的情感体验，完成自我接纳、自
我修复、自我发展等很多的需求。

现在可供选择的故事APP有很
多：喜马拉雅儿童、凯叔讲故事、云
听……因为方便，孩子可以在晨起、
睡前、上下学途中随时随地听，日积
月累下来，就是几十本、几百本甚至
上千册儿童读物的阅读量。

听故事能发展儿童的逻辑思维
能力，多接触言语沟通，有助于提高
其口语表达能力语言的发展，除表现
在能正确发音，掌握一定的词汇外，
还表现在学会组词或成句的一些规
律上。另外，也有助于培养孩子听读
的习惯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兴趣，萌发
儿童初步感受和表现美的情趣。

有了以上基础，学生的阅读兴趣已
经激发出来。笔者常常在孩子们的书桌
上看到他们听过的故事同名书籍。因为
听过，他们注意到了这本书；因为听
过，他们觉得自己能读懂这本书；因
为听过，他们想要好好读读这本书。

于是，整本书阅读就成了水到渠
成的成长需求。

二、写话训练，尊重学生语言发展的梯度

（一）夯实写作的地基，重视一句
话写作指导。

在引导“零起点”儿童进行大量
有效阅读的同时，笔者指导孩子们慢
慢开始尝试写话训练。

首先，从写一句话开始。“零起
点”儿童的语言口语化、碎片化，所
以，一开始的训练重点在于让他们建
立“完整的句子”的概念。一年级的写
话就以各种句式的仿说、仿写为最常
用的方式，比如：“谁干什么”“谁怎么
样”“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什么时
候，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让孩
子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句子必须交待
清楚“人或物”在“干什么或怎么样”，
有了这样的练习，孩子们的脑海中基
本有了“句子”的模型了。写出的句子
完整且符合语法规范了，很少出现破
句现象了。

（二）建立段落的概念，指导基本

构段方式。
在一年级进行扎实的句式练习

之后，二年级开始指导“零起点”儿童
进行段落练习。以看图写话训练为主
要形式，从三句话构段为起点：第一
句交待“时间”“地点”“人物”“事情”
四要素；第二句介绍事情的经过；最
后一句交待事情的结果。这样的写话
支架看上去死板、格式化，却是“零起
点”孩子顺利学习写作的有效支架。
孩子们写话不会东拉西扯，毫无章
法，基本上能清清楚楚地将一件事情
完整、有序地描述出来。

（三）完成构篇的尝试，帮助学生
由段到篇顺利过渡。

学会写一段话之后，笔者开始指导
“零起点”儿童过渡到篇章的写作。将一
段话中的三句话独立构段，形成一篇三
段话的短篇（右图上篇）就是孩子们最
初写出的篇章，但是只有骨架，没有血

肉。于是，笔者又把重点放在指导他们
将事情的经过写具体：关注主要人物的
动作、语言去描写人物活动，呈现事情
发展的具体过程。这样，孩子们的文章
重点慢慢地呈现出来，语言也更具体丰

满了（左图下篇）。
（四）指导观察的角度，让学生体

会独立创作之趣。
除了写事，学生还要写人、写景、

写物……如何将各种题材的习作写
得主题鲜明、具体生动呢？结合教材
中的写话教学，笔者引导学生学会观
察，通过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嘴
巴尝、双手触……教会学生调动感
观，多角度观察，把观察到的人物动
作、语言、神态，事物的颜色、气味、触
感等等写下来，文章就血肉丰满了。
然后，教学生到生活中去发现，寻找
各种有血有肉的素材进行写作练习。
因为素材真实，孩子们学会了观察的
方法，表达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样写出的作品，往往有意想不到的
惊喜，孩子们带着笔者看到了一个个
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个笔者不曾关
注过的属于他们个人的世界。

三、平台展示，让学生享受写作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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