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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阅读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开启深度对话的“金钥匙”。写作的源头活水，既来自书中沉淀

的智慧，也源于生活的点滴浸润。如何将经典文本化作滋养写作的沃土？怎样帮助孩子在模仿与

创新中，顺利跨越“读”与“写”之间的鸿沟？世界读书日之际，让我们共同探讨读写共融的无限可

能，助力孩子在阅读中收获自由表达的能力，汲取思维丰盈的力量。

思考 深读文本的必经之路

只顾着看热闹，知道书中的故事情节便

了事，这种隔岸观火、走马观花式的阅读，是

当下不少孩子存在的问题。陈华春调研学生

的阅读习惯发现，很多孩子看书往往只关注

情节的起伏，忽视对文字韵味及其背后深意

的体悟。这样的“速食式”阅读，即使数量可

观，也难以转化为写作能力。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其魅力不仅在于

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更在于其语言的艺术

性和写作技巧的精妙。若想通过阅读提升孩

子情感认知、思维拓展和理解思考等方面的

能力，我们需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引导孩

子对文学作品进行精读。”在陈华春看来，尽

管精读会耗费更多时间，但它是深入理解文

本的必要步骤。

例如，在阅读某一段落时，孩子们可以自

问自答：这段文字描述了怎样的事件或人物？

传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在全文中起到什么

作用？作者在此处运用了哪些写作技巧？这样

的写作有何益处？通过持续自问自答，孩子们

既能够深化对文本思想和审美意蕴的理解，

还能培养边阅读、边思考的良好习惯。

对于不善提问的孩子，陈华春建议，父母

可以适时地进行引导：“如果我们能在孩子阅

读每本书之后，与孩子深入交流，鼓励他说出

自己的评论，聆听他对这本书的思考和理解，

激发他的思维，这就是最好的阅读打开方

式。”

针对一些孩子写作口水话多的现象，陈

华春认为，写作与说话本质上是相通的。“儿

童的语言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与人交流

学习而来，但这样的语言往往受限于口语、方

言和周围人的影响。”陈华春提到，优秀的儿

童文学作品，语言既浅显易懂，贴近儿童的生

活，又不失文学的艺术性，是孩子写作最好的

模仿、借鉴对象。

因此，在引导孩子阅读的过程中，老师和

家长要鼓励孩子关注并学习文学作品中的语

言艺术，这一点在语文教材教学中也有所体

现。例如，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从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就要求学生在阅读时留意并摘抄

有新鲜感的词句；三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则引

导学生感受课文中生动的语言，积累自己喜

欢的语句；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则要求学生

体会并学习优美生动的表达方式。“通过逐步

引导，孩子们在阅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

表达能力，从而在写作上取得实质性的进

步。”陈华春说。

生活 激活孩子心中的缤纷世界

“每次一写作文，他就盯着本子发呆，明

明是生活中去过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就是

写不出来。”涵熙妈妈回忆，孩子一年级时还

能看图编几句，但随着写作难度的提高，渐渐

感到力不从心。就像上学期，老师布置了一篇

以“我眼中的缤纷世界”为主题的作文，涵熙

左思右想，半天下不了笔。“不是都说阅读是

写作的基础吗？我怎么感觉那么多课外书都

白读了，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在陈华春看来，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简

单堆砌，更是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孩子们

在阅读时，容易陷入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仅

仅将目光停留在文字所构建的故事世界里，

而忽视了将阅读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她表示，这种阅读方式虽然短期内能够带来

一定的乐趣，但从长远来看，却难以在孩子们

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更难以在他们的写作

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陈华春强调，为了让孩子们从阅读中真

正获益，必须引导他们学会思考，让书中的故

事与自己的生活产生连接。这意味着，在阅读

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要理解作者的意图和

文本的深层含义，还要学会从中提炼出与自

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和智慧。例如，阅读关

于友谊的故事时，可以思考自己与朋友之间

的相处之道；阅读关于勇气和坚持的故事时，

可以反思自己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表

现。通过这样的内化过程，孩子们不

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书中的内

容，还能够将这些知识应用

到生活中，实现阅读的真

正价值。

此外，家长和老

师也可以通过组织

讨论、写作和其

他 形 式 的 活

动 ，鼓

励孩子们将阅读与现实生活相联系。

学习了《画杨桃》一课后，陈华春引导学

生观察杨桃，品尝它的味道，描绘它的形态；

读到“小狮子拿起地上的铅球，旋转身体，向

远方掷去，铅球像一只小鸟轻巧地飞了出

去”，陈华春让学生仿写班上同学参加校运会

的情景；阅读《属鼠灰丢了牙》一文，陈华春让

学生回想自己掉牙时的情景，一位学生在日

记中这样写道：“一说到牙，我就想起了《属鼠

灰丢了牙》里的故事，那颗牙给属鼠灰带来了

好运，我的牙能不能带来好运呢？要是能，会

带来什么好运呢？”……通过这些互动和实

践，阅读不再只停留于书页之间，而是成为生

活和写作的一部分。

写作 先模仿，再超越

除了只读不想、脱离生活，“写不好作文”

的第三个原因很简单——孩子的“读”与“写”

之间的通道是闭塞的。陈华春谈到，写出好作

文，多读固然重要，但真正的秘诀在于读写结

合。

很多时候，孩子在阅读中揣摩作者的写

作技巧时，会感到豁然开朗，然而等到自己真

正开始写作时，却常常陷入无从下笔的窘境。

这与平时的练习量是息息相关的。“想要把名

家名作变成自己的东西，可以通过仿写、补

白、续写等方式，让孩子在阅读中学会写作，

在写作中深化阅读。”陈华春以二年级下册

“快乐读书吧”阅读书目《神笔马

良》中的《大奖章》一文为例，对读

写结合进行了具体解读。

第一步，图文对照，自主阅

读；第二步，向学生提问：“小猪

看见小熊玩得很高兴，它是什么

表情？”请他们用书上的句子说

一说，并演一演，其目的是捕捉

书中的优美语句；第三步，反复

朗读第一自然段：“天

空，没有一朵云彩，蓝蓝的，像一片很深很深

的大海。”并提醒学生边读边想象画面，以后

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景色，记得用这样的句

子说一说；第四步，请学生根据“这次运动会

的比赛项目可真多啊！有跳高，有跳远，有铅

球，有标枪，有足球，有排球，有平衡木，有高

低杠，有游泳，有赛跑……”进行仿写练习。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

陈华春看来，作文不仅仅是一份作业，更是一

种技能，而技能的形成，离不开反复的实践与

锤炼。

除了仿写，陈华春提到自己班上的孩子

大多数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当有让我感动

或深入思考的问题，我都会在日记中写下来。

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在写作文时更容易进

入状态，灵感也更为丰富。因为之前记录在日

记中的那些情感与思考，都成为我写作的素

材。”“我会通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点滴。看完

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一个节目，我都会写

下自己的感受。这样的练习，使得我在正式写

作时思路清晰、素材丰富。”“除了记录生活和

写观后感，我还会在日记中摘抄一些名言警

句、优美段落。这不仅激励了我，更为我的创

作提供了灵感。长期坚持下来，我的写作水平

有了明显的提升。”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阅读的延

伸。”陈华春总结说，只有让孩子掌握正确的

阅读方法，将阅读与生活相结合，注重读写结

合的教学，才能真正打通“读”与

“写”之间的通道，让“输入”

转化为“输出”不再困难。

■ 王琳

用文字
同伟大灵魂“对话”

翻开《朝花夕拾》，儿子与鲁迅先生的对

话就此展开。这本凝聚着鲁迅半生回忆的散

文集，油墨间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叩击心

灵的思想火种。在亲子共读的时光里，我们以

书页为媒介，在经典的滋养中探寻写作的灵

感，在对话与思考中完成精神的成长。

共读伊始，我先为儿子搭建起理解的桥

梁，结合儿子熟悉的事物，为儿子勾勒这位文

学巨匠的形象，同时简要讲述《朝花夕拾》诞

生的时代背景。这些铺垫，让经典阅读对儿子

而言，不再遥远、晦涩。

读至《无常》时，鲁迅对“无常”的种种描

述引发了儿子的好奇。带着疑问，我们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儿子在深入阅读与思考后，

写下了第一篇读书笔记：“原来在那个社会，

对于弱者，没有所谓的公正、正义可言。”他

敏锐地捕捉到文字背后的深意——“在那个

灰暗、不公的社会，弱小的人受到不公平对待

无处申冤，‘公正的裁判在阴间’是人们对现

实绝望后的无奈呐喊。所以，鲁迅才会认为

‘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我体会到了鲁迅先

生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所谓的‘正人君子’的憎

恨。”

看到儿子初露锋芒的文字，我并未急于

灌输知识，而是抛出新的问题：“如果你生活

在那样的社会，你该怎么办呢？鲁迅先生又是

如何选择的？”儿子一开始比较悲观，觉得自

己的力量太小了，无法改变社会，可能会碌碌

无为地过完一生。他还是学生，有这样的想法

很正常，我并没有评价对错，而是引导他了解

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为了深入了解鲁

迅先生的精神，我们又一起阅读了《狗·猫·
鼠》一文。

讨论之后，儿子写出了第二篇读书笔记：

“鼠在猫面前是无助的，狗看起来很强势，但

在众猫面前它就像鼠那样。如果鼠是‘弱小’

的，那猫就是‘强横’的，那么狗呢？”他犀利地

指出：可惜当时大家并没有联合在一起，“鼠”

依然被“猫”玩弄。这是一种悲哀呀，“鼠”可

悲，“猫”似乎也可悲。“作为学生，我们要好好

学习，长大后，为人民奋斗，为国家奋斗，也同

时为自己而奋斗。”儿子写道。

这两篇阅读笔记不仅是儿子写作能力的

见证，更是他思维成长的轨迹。在共读共思的

过程中，我被儿子的精神力量所感染，也深刻

地体会到：亲子共读绝非简单的故事分享，而

是通过经典文本搭建思维的阶梯，让儿子在

与伟大灵魂的对话中，学会观察、思考与表

达，拓宽写作视野，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每一个静谧的夜晚，都是我和儿子嘉奇

的专属阅读时光。《猜猜我有多爱你》是他最

喜爱的绘本之一，每每翻开，他都沉浸于小

兔子与大兔子充满童趣的“爱之较量”中。

这天晚上，当我们读到故事结尾，小兔子

在大兔子的怀抱中安然入睡，嘉奇仰起小脸，

问：“妈妈，小兔子睡着了，它不知道妈妈到底

有多爱它，那怎么办呀？”这个突如其来的问

题，让我意识到孩子对故事意犹未尽，也敏

锐捕捉到了一个珍贵的教育契机——这正是

引导他二次创作的良好契机。

合上书，我笑着问嘉奇：“你觉得小兔子

第二天会有什么新发现呢？”嘉奇立刻翻到

最后一页，指着“他”字兴奋地说：“妈妈，这

里用的是‘他’字，说明大兔子是爸爸！”我惊

讶于他的细致观察，原书中并未明确大兔子

的性别，他却能从文字细节推断出角色关

系。

受到鼓励的嘉奇兴致勃勃地开始续编

故事，他讲了一场父子间的“爱之较量”：第

二天清晨，小兔子从树叶铺成的床上跳起

来，抓住大兔子的耳朵喊：“爸爸，猜猜我有

多爱你？”大兔子摸着耳朵笑：“这我可猜不

出来！”小兔子指着身下的树叶，说：“我睡得

有多舒服，就有多爱你！”大兔子摸摸他的

头，说：“我铺的叶子有多松软，我就有多爱

你！”小兔子听完眨了眨眼，说：“那我下次也

要捡树叶，把爸爸的床垫得更软！”

听着嘉奇充满童趣的讲述，我忍不住为

他的创意鼓掌。他不仅从绘本中“树叶床”的

细节延伸出父子互相关心的情节，更赋予小

兔子主动付出的品质，让原本单纯的“爱之

较量”有了新的内涵。嘉奇自豪地补充道：

“妈妈，小兔子虽然输了比赛，但他学会了爱

是相互的！”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孩子的

思维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和深刻。

我继续追问：“如果大兔子想‘赢’，还能

怎么表达爱？”嘉奇眼睛一亮，大声说：“大兔

子可以带小兔子去山顶，指着星空说：‘我爱

你，从这儿到宇宙的尽头！’”这个充满想象

力的回答，既延续了原作的浪漫，又融入了

他对爱的独特理解，让我忍俊不禁。

在这场充满趣味的故事续编中，我惊喜

地发现嘉奇的成长。他对文字的敏锐观察、对

角色的共情理解，以及对“爱”的全新诠释，都

展现出阅读带来的深远影响。而作为家长，我

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颇丰。原本，我预设的续

编方向是“更夸张的比喻”，但嘉奇却另辟蹊

径，将重点放在“爱的行动”上。这让我反思：

我们常常以固定思维为孩子设定框架，却忽

略了他们童真视角下的独特见解。

临睡前，嘉奇搂着我的脖子，满脸期待

地说：“妈妈，明天我们还比赛！不过这次，我

要当大兔子！”看着他眼中闪烁的光芒，我笑

着点头。在这场关于爱的“较量”中，我们俩

都是赢家。

这次亲子共同创作的经历，让我对亲子

共读有了更深的理解。阅读不仅是知识的输

入，更是创造力的源泉；孩子的想象力，往往

藏在那些出乎意料的答案里；而爱的教育，

就在这样一次次的互动与交流中，悄然扎

根、生长。未来的日子里，我期待与嘉奇继续

在书页间探索，共同书写更多充

满爱与温暖的故事。

共
续
温
暖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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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为“径”，抵达写作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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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读了很多书，为什么还是写不好作文？”这是许多家长的困惑。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许多类似的例子，而这样的

现象与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解决？本期，成都市新都

区语文学科带头人、新都区繁江小学语文高级教师陈华春为家长们带来了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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