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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

“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要义与教学方法
顾兴明

　　【摘　要】破解“边读边想象画面”这一教学难点的关键在于厘清它的教学要义。“边读边想象画面”的基
础是理解课文语言，其表征是图像语言的转换，其旨归是提升语言表达的质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教师可从

“形成想象画面、显化想象画面、表达想象画面”三个角度实施“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策略，让这一阅读要

素得到落实。

　　【关键词】边读边想象画面；语言理解；语言转换；语言吸收

　　“边读边想象画面”是统编教材的阅读要素之
一。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导语提出“试着一边读

一边想象画面”，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导语提出

“边读边想象画面，感受自然之美”。从单元导语中

可以发现，三年级下册仅要求学生“试着”运用这种

阅读方法，四年级上册则需要学生学会这种阅读方

法，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但是，不管是三年级还是

四年级，不少教师反映“边读边想象画面”这个阅读

要素难教、难学、难检测。为此，要明晰其教学要义，

掌握其教学方法。

一、厘清关系：抓住“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

要义

造成“边读边想象画面”教学困境的原因是教师

孤立地解读这个阅读要素，没有认清它的教学要义。

其教学重点不在于想象画面本身。该要素只是一个

中介，教材的编排目的在于借助边读边想象画面这

种阅读方法，促进学生语言的发展。其教学要义见

图１。

图１　“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要义
（一）“边读边想象画面”的基础：课文语言的

理解

“边读边想象画面”的前提是“读”。“读”的目

的是让学生理解语言文字表达的内容、传递的信息。

只有理解了语言，才能为想象画面打下基础。如三

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燕子》的课后习题为“朗读课文，

边读边想象画面，并读出对燕子的喜爱之情”，同单

元《古诗三首》的课后习题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结合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说说三首诗分别写了

怎样的景象”，《荷花》的课后习题为“默读课文，说

说你从哪些地方体会到了这一池荷花是‘一大幅活

的画’”。从这些课后习题中，可以发现“朗读、默读、

有感情地朗读”这些词，通过“读”促进学生对文本的

理解，通过理解促进学生想象画面。反之，想象画面

也是促进阅读理解、检测阅读理解的重要手段。

（二）“边读边想象画面”的表征：图像语言的

转换

想象画面，是内隐的思维活动。语言文字，是思

维的外显形式。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把脑海中想

象的画面用适切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学生表达得

越清楚，就说明脑海中想象的画面越清晰；学生表达

得越丰富，就说明脑海中想象的画面越翔实。比如，

读四年级上册《观潮》中的句子“江潮还没有来，海塘

大堤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

有的学生描述看到的画面时只有三言两语，有的学

生描述看到的画面时既有群体又有个体。出现这种

情况，可能是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有差异，也可能是语

言转换有差异。帮助学生把视觉语言转换为丰实的

文字语言，也能促进学生想象画面。

（三）“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旨归：语言质量的

提升

阅读教学注重“语言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

方面。如果只关注“学生脑海中想象的画面”，那就

只实现了“理解文本语言内容”这一维度；如果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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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一步，关注“学生对想象画面的描述性语言”与

“课文语言”的差异，就实现了“关注文本语言表达

形式”这一维度。事实上，“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

常常止步于第一个维度，忽略了第二个维度，这是需

要改进的。如针对上文中对观潮人群的描述，教师

可以抛出问题：“课文为什么没有像刚才那位同学那

样把人山人海的场景写具体呢？”通过讨论，学生会

发现，课文语言不在于强调观潮的人数多，而在于强

调“等着，盼着”，表现观潮人在潮来前的急切心情。

通过将自身语言与课文语言做对比，学生可以发现

课文语言的典范性，可以体悟到表达的内容决定了

表达的侧重点。

二、聚焦语言：探寻“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

方法

明晰了“边读边想象画面”的教学要义是发展语

言，就应围绕语言这个核心落实该要素：帮助学生理

解课文语言，让“边读边想象画面”成为可能；提供适

切的支架，帮助学生把脑海中的图像语言转换成自

身的语言；通过自身语言与课文语言的比较，提升学

生的语言表达质量。

（一）课文语言的理解：助力形成想象画面

理解文本，是边读边想象画面的基础。要理解

疑难词句，了解文本大意，让想象画面成为可能；要

理解写作顺序，了解作者的观察之序，让想象的画面

成为整体；要理解精要语词，在语词品味中，让想象

的画面变得生动形象。

１．扫疑难，排除想象画面的障碍
理解语言文字的基本意思，是边读边想象画面

的前提。试想，面对晦涩难懂的古文，再怎么努力都

无法想象画面。因此，帮助学生疏通文义，就是在扫

除想象画面的障碍。如教学《观潮》第四自然段时，

引导学生抓住“贯”字理解“横贯江面”的词义，抓住

“丈”字理解“两丈多”的高度，对于学生想象钱江潮

来时的开阔气势及潮近时高达两层楼的浪潮会更有

帮助。俯下身，站在学生的视角，寻找学生理解的障

碍点，带领学生运用三年级上册习得的多种方法理

解词语的意思，既是为了温故，也是为了落实“边读

边想象画面”这一阅读要素。

２．抓整体，厘清想象画面的顺序
观察画面，要有观察之序；描写画面，要有描写

之序。通过阅读课文的语段，可以了解作者的描写

之序，进而体悟作者的观察之序。边读边想象画面

应循着作者的描写，先从整体入手，在脑海中勾勒出

大图景。如《观潮》第四自然段共有三句话，描写的

是潮水由远到近的三个画面：白线横贯江面、水墙两

丈多高、浪头迎面飞奔。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圈画

“再近些、越来越近”等表示距离的词，圈画“白线、水

墙、千万匹战马”等描写浪潮的词，就能厘清这三个

画面，理解作者由远及近的描写顺序，感受到钱江潮

奔涌而来的动态过程，从而想象出潮来的大图景。

３．选切点，丰实想象画面的内容
细心揣摩课文的文字描述，会发现作者的遣词

造句非常准确、精要。引导学生抓住这些特别之处，

不仅可以感受作者的文字功力，还能让想象出来的

画面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比如，四年级上册《走月

亮》的第四自然段中有这样的描写：“细细的溪水，流

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流着月光。”这句中“流”字用

得很特别，香味怎么可能流呢？月光怎么可能流呢？

溪水到底是怎样让香味、月光流动起来的呢？通过

细心揣摩这个“流”，学生想象流动的溪水上漂着山

草，漂着野花，山草、野花散发着香味，随着溪水的流

动，香味也流动了。

（二）图像语言的转换：助力显化想象画面

即使脑海中有画面，学生也不一定能把这些画

面表述清楚。如同看图说话一样，面对同一幅图，不

同的学生表述时会有较大的差异，有的清晰具体，有

的既乱且散。因此，除了要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

画面，还要帮助学生把脑海中的画面用显性的语言

清晰地表达出来。

１．借助图表，有序地概述想象画面
概述想象画面是指学生在厘清文本的写作顺序

后，用比较简洁的语言表述想象画面的大致内容，目

标在于保证表述的条理性。根据内容的不同，概述

想象画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基于整个文本材料

的概述。比如四年级上册《繁星》中，三个自然段分

别描写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的三个不

同的繁星画面。可以据此绘制出一张表格，学生阅

读文本、填写正确后，就能借助表格有条理地概述

了。另一种是对重点段落场景的概述。如针对《观

潮》的第四自然段，可以提供一张带有“远处、再近

些、越来越近”和“白线、白浪、白马”等关键词的鱼骨

图，学生借助这张图就能条理清楚地描述画面了。

２．唤醒经历，选择性描述想象画面
概述只是勾勒了想象画面的轮廓，仅此是不够

的，还需要工笔细描，让画面更翔实。教师应在概述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选择想象画面中的某个景物，拉

长想象的“镜头”，定格、聚焦、特写，在丰富形象的基

础上予以详细描述。这就需要经验的唤醒，因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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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边想象画面需要学生将已知画面进行重现或重

组。教学中要根据语段的内容描写，努力唤醒学生

的生活经验。对于学生经历过的，就要唤醒学生的

生活经历；对于学生没有经历过的，就要唤醒学生的

相似经历，将其嫁接于文本描写的场景中。如《观

潮》第四自然段描写道“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

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对于观过

潮的学生来说，这场景是印象深刻的，唤醒当年的观

潮记忆，就能在脑海中浮现画面。而对于没有观过

潮的学生来说，唤醒海边旅游时看到的巨浪画面、影

视作品中看到的千军万马冲锋的场面等，通过图像

嫁接，也能形成新的潮涌画面。也许与钱江潮的真

实画面有差距，但这正好体现了语言文字的张力。

３．加持感官，丰富地表述想象画面
“边读边想象画面”中的“画面”不是平面的，而

是在头脑中形成的具有真实感的生活场景。因此，

表述想象的画面时不能拘泥于“看到的”，还应有

“听到的、闻到的、想到的”等多方面的加持。四年级

上册第一单元语文园地中的“交流平台”也对学生作

了这方面的提示。《走月亮》的第六自然段中关于

“我”和阿妈在村道、田地走月亮时的文字描写还提

供了典型案例。由此及彼，可以训练学生的表述能

力，丰富想象的内容。如《繁星》第二自然段描写道：

“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

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可以引导学生仿

照《走月亮》第六自然段的表述方式，用两种及以上

的感官方式描述菜园或蓝天。

（三）典范语言的吸收：助力表达想象画面

阅读教学还应发展学生的表达能力。发展语言

表达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将自身的现实语言与

文本的典范语言作对比，寻找差距，进而吸收后者，

加以改进，从而提升学生表述想象画面的语言质量。

１．段式比较，吸收课文中的典型语言样式
“段”是第二学段阅读教学的主要单位。教师要

选择典型的“段”，引导学生在想象画面后先进行

“段式”表述，再与课文的相关段落作比较，发现构段

的秘密。如，有学生读了《走月亮》的第二自然段后，

将看到的画面描述为：“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月

亮，它把远处高耸的点苍山、村头的大青树，以及村

间大大小小的路都照亮了。我仿佛看见了点苍山顶

的亭子、大青树上的鸟窝，还有飘落在路上的片片树

叶。”该学生对想象画面的描述，条理清楚，真实可

感。把这段语言描述与课文语言进行对比，让学生

寻找异同点，会发现：两者表达的意思差不多，表达

的顺序也差不多。那能不能用刚才的表述去替换课

文的第二自然段呢？学生讨论后发现不能换，因为

第二自然段连用了四个“照亮了”，写出了刚从洱海

里升起的月亮发出亮光，由远及近照射过来的样子。

体悟了这个表达形式，再进行师生配合读，学生脑海

里的画面就更清晰了。当然，还可以让学生连用三

个“照亮了”写写初升的太阳、点亮的蜡烛等，实现想

象画面与语言形式的双迁移。

２．词句比较，吸收课文中生动的表达方式
语言的积累与运用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统

编教材编入的“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三年

级上册第一单元）、“感受课文生动的语言”（三年级

上册第七单元）、“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三年级下

册第一单元）等阅读要素无不说明了学习生动语言

的重要性。因此，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与运用课文

中的生动语言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四年级上册《花

牛歌》中的“花牛在草地里眠，白云霸占了半个天”，

学生对画面的描述一般是“花牛懒洋洋地躺在草地

上，眯缝着眼睛快要睡着了。天空中，白云朵朵，悠

悠飘动，似乎把大半个天都要遮住了”。通过对比，

学生发现课文中的“霸占”一词用得很有意思，把天

空中的朵朵白云当作了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在争抢

天空。理解了这层意思，再引导学生把“霸占”用到

想象画面中，语言的表述就会另有一番趣味：“花牛

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眯缝着眼睛快要睡着了。天

空中，那朵朵白云就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你抢占一

片天空，我抢占一片天空，大半个天都被它们霸占

了。”这样改动，既内化了语言，又丰富了想象的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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