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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明通小
学一级教师，从事语文教
学工作14年。盘龙区彭晶
晶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
昆明市“教坛新秀”，盘龙
区学科带头人。曾多次执
教语文工作室展示课、区
级远程教育观摩课、区级
教研研讨课、国培教育示
范课、明通小学语文推优
课等。多次荣获盘龙区

“优秀教师”称号，撰写的
论文荣获省、市级奖项。

【本期特邀导师】

李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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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写话是小学
语文低年级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集观
察、想象、表达等方面
能力训练的基础作文
题型，是培养、提高儿
童观察能力、形象思维
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良
好途径，是小学习作的
一种训练方式。《语文
课程标准》在“课程目
标”中把 1～2年级的
写话目标定为：对写话
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
话，写想象中的事物，
写出自己对周围事物
的认识和感想；在写话
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
活中学到的词语；根据
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
逗号、句号、问号、感叹
号。通过长时间的实
践探索，我认为可以用
以下五种策略来促进
孩子写话能力的提高。

观察是一个知觉、思维、语言相结合的智力活动过程，也是人
们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孩子写话之前，首先要看图，
对给出的图示看仔细，看清楚，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印象。但是，
低年级孩子缺乏观察能力，观察事物时往往无目的、无顺序，因此，
我们要在指导孩子看图上下功夫。指导孩子掌握看图的方法，让
孩子通过仔细看图，判断事物发生的时间、地点，了解画面所反映
的内容。要让孩子弄清图的类型，如果是单幅图，重在引导观察图
画的顺序，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或从远到近、从近到远；或从左
到右、从右到左，或从中间到四周，对画面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先有
一个整体的了解。如果是多幅图，写话时，要引导孩子比较图与图
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把多幅图变成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事物，使人
物形象更加丰满逼真，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动人。

例如在“郊游”这幅图画中，孩子可以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进
行观察：远处是绿色的山野，天空中有飞翔的小鸟；一条小河流向
远方，岸边开满了野花；近处是一个小朋友在放风筝，然后描写风
筝和燕子的形状；其他小朋友在快乐地玩耍……掌握这样的观察
顺序后，孩子在看图写话的过程中会保持清晰的逻辑，并根据这些
逻辑组织语言，从而保证了看图写话中观察完整，视野清晰。通过
有序的观察，能够帮孩子建立基础的写话思路，从而保证写话框架
完整，顺序清晰，提高孩子的观察能力。

图画的内容是平面的、静止的，它只是简单地呈现了地点、人
物、事件，而与之相关的人物语言、心理、具体的过程等却无法呈现
出来。只有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展开丰富的想象，才能使图画中
的事物动起来，让它们有动作、有语言、有思想，从而使得画面内容
丰富充实。因此在看图写话中需要注意对孩子进行启发，可以通
过适当的提问，引导他们展开想象。可由一幅图联想到前前后后
的几幅图，由一个动作联想到前前后后的几个动作。抓住一个想
象点、一景一物、一举一动，让孩子自由想象，让童心自由绽放。例
如在“奶奶的剪纸”这幅图画中，可以引导孩子想象奶奶剪纸时的
心情是怎样的？脸上带着怎样的表情？她剪纸时会发出什么样的
声音？两个小朋友在看奶奶剪纸时会有什么发现？会对奶奶说些
什么？孩子通过合理想象就会赋予静态画面以动感和灵性。

叶圣陶先生曾说：“物体本身完整而有式样，拍成照片当然完
整而有式样；语言周妥而没有毛病，按语言写下来的文章当然周妥
而没有毛病了。”可见“说”的重要性。在孩子写话的过程中，我们
常发现孩子“咬笔头”，那都是因为“说”没到位。低年级孩子日常
使用的是对白语言，表达时往往缺少条理性和连贯性，说起话来前
言不搭后语，跳跃性很强，有时重复，有时带语病。在训练时不能
操之过急，要善于创设情境，制造说话氛围，耐心地指导孩子有条
理地说，连贯地说，用普通话大声地说，及时纠正语病。在说的基
础上再动笔写，自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统编版的教材中都有大量精美的插图，让孩子说说图上的内
容，既是对课文的回顾，也训练了孩子的表达能力。语文书的课后
练习中也有大量的说话练习，例如学习了《明天去远足》，可以让孩
子说一说你有过这样的心情吗？学习完《小蝌蚪找妈妈》，可以让
孩子结合课后练习的图片，讲一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学习了
《蜘蛛开店》，我们可以让孩子续编故事，说说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事？我们还可以抓住生活中的各种表达机会，使孩子有话愿说。
一日生活中，孩子随时有表达意愿和感受的要求，父母应关注孩子
的想法，满足其需要，抓住生活中各种表达的机会，鼓励孩子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使孩子有话愿说。如让孩子在听故事中学会
倾听与表达，在争执中学习围绕话题进行辩论，在聊天中学会相互
交流，让孩子在与同伴和父母的交流中感受说的乐趣，而这种快乐
的情感体验又会促使孩子乐于交流与表达。这样依托于教材，延
伸到课外的说话训练，不仅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为孩子
的写作做了良好的铺垫，在愿说的基础上，孩子自然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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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于图画书有着出自本能的喜欢。特别是现代家庭中，
父母都会引导孩子去阅读绘本。绘本中精美的封面、生动的故事、
鲜艳的画面还有有趣的形象，无不契合了孩子对于美好世界的所
有想象。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说过：“儿童是用形象、色彩、声
音来思维的。”绘本正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沉醉其中。在绘本的图文并茂中，孩子们找到了专属于他
们的表达方式。不仅如此，绘本在吸引孩子们阅读的同时，更激发
了他们的表达欲望：图画间预留的大量空白，让孩子们在尽情想象
的同时，更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将它填满；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让孩
子们情不自禁地想要添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结局……来自绘本中强
烈的阅读感悟，让孩子们产生了不吐不快的情绪，写话便成了自然
而然的事情。

读了《逃家小兔》，孩子们也想和妈妈做做这个游戏，写写你
追我逃的乐趣；读了《我有友情要出租》，孩子们会为咪咪搬家后
失去朋友的大猩猩感到难过，会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再为大猩猩
找个好朋友；读了《小猪闹闹》，认识了那只在冒险中长大的小
猪，孩子们也想提笔写写自己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小猪闹一
闹、比一比……在美丽又快乐的图文旅行中，孩子们的表达欲望
喷薄而出。巧用绘本，引导孩子展开想象，让他们说说、画画、写
写，能最大限度地训练孩子的想象、思维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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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开始要求他们只要用一两句话写清
“时间、地点、人物、干什么”就行了。对孩子的要求不要高，随着孩
子阅读量的增加，随着孩子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的提升，逐步要求
孩子写完整、写具体、写生动。开始写的时候一定要养成好的习
惯，格式要规范，语句要通顺，无错别字，有常用的标点。要想让孩
子们喜欢表达、喜欢写作，老师、家长都得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
们的写作成果，让孩子们享受成功的喜悦。有条件的家长可以花
些时间把孩子的作文打印出来，定期把孩子的作文整理成册。这
既可以作为孩子童年的记忆珍藏，又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多么了不
起，使他（她）写作的热情越来越高。

此外，还要引导孩子多读多背，勤写多练。看图作文与其他形
式的作文要求一样。你看图再细致，想得再周密，写的基本功太
差，写不清楚，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平时要多读多背多练笔，读和
背能为你的思维和写作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多练能使你落笔无
误，养成正确书写的好习惯。

综上所述，小学低年级看图写话需要教师和家长巧妙引导，激
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孩子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去表
达。看图写话是培养孩子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的基石，所以我们
要循序渐进，帮助孩子打牢根基，学会观察、学会想象、学会表达，
而且要做到“能言、乐言、善言”，真正提高孩子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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