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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动态描写与静态描写的写作技巧
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中心小学  宫 青

摘  要：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提出了动态描写与静态描写两个概念，这是教材第一次以单元编排的方式对
学生进行专门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五年级学生有了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所以教材在此安排动态描写
和静态描写可以让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因而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动态、静态描写时，要找准合适、恰
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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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掌握了一定

的写作方法，有了基本的写作经验，也形成了一定

的赏析能力，所以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材便提

出了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两个概念。如部编版小学

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七单元的主题是“自然之趣”，

整个单元都是写景诗歌或文章，提出的语文要素是“初

步体会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而部编版

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第七单元的主题是“世界各

地”，其语文要素是“体会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

达效果”，而两个单元的习作版块也都提出了让学生

尝试进行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的练笔要求。小学五年

级语文教材提出的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其实是对学

生在文章品析、鉴赏、感悟能力中的拔高要求，它

要比写人类作文、状物类作文的难度大一些。笔者

结合前期的课堂教学实践，针对景物的动态描写与

静态描写的写作技巧总结如下。

一、充分联想，与实际结合

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语文的外延即生活。在

习作起步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关注生活、从

生活中捕捉资源的意识，真正有效地筑牢学生习作

起步阶段的基石 [1]。在部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

学生第一次接触的习作主题就是“猜猜他是谁”，

所以从学生接触习作伊始，习作离不开实际生活的

本质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不管是后面出现的想象

类作文还是续写类文章，都不能过分脱离现实生活。

五年级习作模块提出的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其

实也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写作。在课堂教学实际中，

部分学生在进行动态与静态描写时不知道如何下

笔，并且学生先入为主地认为动态描写、静态描写

很难，不如写人、写物类那样直白且结构清晰。再

者就是学生不会与生活相联系，脑海中没有画面。

例如，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七单元的习作

主题是“————即景”，在写这篇作文时，教师首

先要引导学生明确“即景”的含义，即眼前的景物，

所写的景物是较短时间内所见、并具有一定变化的，

这就包含了“动态描写”，但学生习作经验不足，

可能难以在大脑里形成画面，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

生联想。比如，风吹树叶，树叶摇晃的画面；溪水

潺潺，向前流淌的画面；蔚蓝的天空，几片云朵慢

慢向前移动的画面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自然景象，而景物在不停地动，这就是动态。

明确动态的概念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一连串

的景象按照时间或按照空间串联起来，促使学生按

顺序描写景物。不管是空间顺序还是时间顺序，教

师一定要让学生与生活相联系，在脑海中回忆景物

在一定时间的颜色、形状变化，或者在一个场景中

从上到下的景物、由远及近的景物有什么样的动态

变化，有哪些动态景观，从而将景物整合起来，那

么学生就不愁无从下笔了。当然，从课堂教学实际

情况来看，不排除有部分学生确实在想象上存在局

限性，如果教师只是给出零散的景物词语，那么学

生在头脑中很难将零散的词语形成完整的画面，那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

下简称《标准》）针对“课程实施”的“教学建议”

第 3 条提出“创设真实而富于意义的学习情境，凸

显语文学习的实践性”。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可以

先给予学生一个特定的情境，而这个情境是与学生

联系紧密、符合学生日常生活实际及学生现有认知

水平的，如放学后的校园、五月的田间以及夏日的

湖面等。因为这些情境是学生生活中常见的，所以

学生易于联想和拓展自己的思维。有了特定的情境，

再去举例熟悉景物词语，学生想象的画面会更丰富。

当然，教师在引导学生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时，

一定要先提出观察要求。只有学生认真观察、留心

观察，并且联想拓展，景物中的动静态变化才会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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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更详尽。

二、紧贴语言，丰富美感

《标准》“总目标”中还指出，感受语言文字

的美，感悟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能结合自

己的经验，理解、欣赏和初步评价语言文字作品，

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从语文核心素养

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来看，“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是

“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文

化的理解和传承”的基础，是语文本质属性的重要

维度 [2]。在学习文本时，其实就是透过语言文字来

学习篇章结构、遣词造句、情感表达等知识，从而

建构自己的习作思维。在学习五年级的动态描写与

静态描写时，尤其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要注意

字词使用的恰当和细致，而课文就是很好的文本

范例。例如，在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威

尼斯的小艇》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对威尼斯进行动

态描写时，描写了以下几种景物：水面、月亮、

高大的石头建筑、桥梁和船，用到了“沉寂”“摇

晃”“耸立”“横”“停泊”等词语，景物与词语

恰到好处的搭配，将一幅非常唯美的月下威尼斯沉

寂图展现了出来，形象生动，仿佛那场景真的就浮

现在眼前，就像一幅油画一样，给人以美感。又如，

在部编版小学五年级上册《四季之美》中，作者在

描绘春天黎明时分的美景时，抓住了天空云朵的颜

色及“泛”“染”“飘”等动词，以及运用了“一点

儿一点儿”“微微的”等叠词，细致地展现了黎明

时分天空动态的景象，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作者

观察的细致及用词的准确。因此，教师在教授学生

进行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时，要引导学生运用恰当

的词语将景色的美感展现出来，这样才能让读者读

完后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画面。

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第七单元开始重

视学生对景物“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的品析、赏

析与运用，如本单元语文园地七的词句段运用中，

第一题以“群鸟飞过湖面”为例，写出景物的动静

之美。在进行这一段仿写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

哪些景物可以进行静态描写，哪些景物可以进行动

态描写，并且静态时景物有什么特点，动态时变化

是怎样的，比如，“平静的湖面清澈见底，蔚蓝的

天空倒映在清澈的湖面，犹如一面镜子。周围静极

了……”这些景物没有发生变化，水面平静，天空

静朗，所以可以对它们进行静态描写；又如，“霎

时，一阵‘哗哗’的声音传来，原来是一群鸟飞过

湖面，只见它们有的横掠过湖面，有的翼尖沾了一

下水面，水面的平静立马就被打破了，漾起了一层

层波纹……”这里群鸟飞过湖面，鸟儿姿态有变化，

湖面也发生变化，整个画面的静态被打破，转而变

成了对景物的动态描写。因此，在抓景物描写时，

除了在脑海中结合实际想象画面，还要将景物在不

同时刻的特点用准确的词语描述出来，有时也要拓

展想象景物将会有什么变化，变化成什么样子，这

些都要有准确的语言。当然，语言运用的准确性离

不开细致观察。从小学三年级的习作开始，教师就

在强调观察对写好作文的重要性。观察的方法有许

多，如调动自己的多种感官去观察，进行连续的

观察等。景物的变化注意到了，词语就运用恰当

了。如前面提到的“平静的湖面”，从视觉角度，

可以看到湖面的清澈，鸟儿的飞翔，芦苇的摇摆；

从听觉角度，能听到小鸟鸣叫的声音，溅起的水

花声等。有了细致的观察，学生自然而然就明白

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景物。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

写作或小练笔时，应明确遣词造句用字的关键性，

结合细致观察，用细腻的语言将景物串联起来，这

样展现的画面才有美感。

三、融情于景，表达情感

文学评论家刘勰说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如果说内容构成了文本生命

的话，那么思想感情便是文本的灵魂 [3]。由此，文本、

内容、感情是一个整体，它们密不可分。而学生接

触文本，可以在精神世界搭建起对周围世界独特感

知，并由此产生与他人、与自己交流的欲望。语文

教育的过程，是学生精神享受的过程，是为学生的

精神生命铺垫底蕴的过程 [4]。回顾单元课文，作者

将眼前之景加工成文字，字里行间中又倾注了作者

的情感，这就构成了一篇生动鲜活的文章，有利于

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例如，在教学《四季之美》

《鸟的天堂》《牧场之国》等课文时，教师除了教

学景物之美，作者之情，还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

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并引导学生透过文字在头脑中

形成画面，而通过画面就感受到美景所带给读者的

喜悦。其实这也是作者想传达的，由此学生就能和

作者产生共鸣。那么课文就不是一篇简单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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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帮助学生提升语文素养的工具。

教师在教学动态描写与静态描写时，除了引导

学生想象画面，还要在写作前向学生强调：“哪样

的景色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喜欢哪种景色？对

这些令你难忘的景色你的内心有什么独特感受？”

只有引起注意的，切实发出赞叹的，在学生笔下的

描绘才会是生动、有画面感的，写起来也很流畅，

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情感也是真实且显而易见的，

这样读者读完后才会产生共情。但如果学生情感不

丰富，看到景物无所动容，那么脑海就空空如也，

更无从谈起下笔成文了。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的情感体验相对有限，一些

复杂情感他们还没有经历。例如，在部编版小学五

年级语文上册第七单元的《古诗词三首》中涉及了

景物的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但诗人透过环境衬托

出的孤寂之感、思乡之情对学生来说体会还是不够

深刻，理解不够到位，不如《牧场之国》《威尼斯

的小艇》那样清晰明确，并且古诗的教学也讲究意

境之感，体会其中意境，需要结合学生的情感体验，

这样才更好地学习古诗。而现代文是学生一直接触

的文体，相较于古诗来说，现代文当然好理解。因

此，针对小学阶段，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动静态描

写时，还是要以写景为主。至于语文素养较高的学

生，教师则可以引导他们透过静态描写、动态描写

来拓展情感，升华文章主题。

四、课后评价，明确方向

当学生写完一篇作文后，教师对学生的这个单

元的写作指导还不能就此停止，要看看学生作文最

后呈现的效果如何，这就离不开教师对学生作文的

评价。《标准》在“评价建议”这一部分中就提到

了“评价量表”和“评价标准”两个概念。教师在

习作课之前要设计好突显本节习作课教学重点和难

点的评价量表，对学生作文进行初评时告知评价标

准，引导学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习作。由此突出评

价量表和评价标准对学生课堂反馈的重要地位。当

然，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多观察学生对不同意见的

处理，不能偏离习作的评价标准。

有关景物的动态描写与静态描写已是小学五年

级的内容，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之前的习作经验基

础上已经形成了对好作文的初步概念，所以学生互

评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高习作水平的方法，而运用评

价量表和评价标准具有很大的优势。以部编版小学

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七单元的习作主题“————即景”

为例，可以制订如表 1 这样的评价量表。

表 1  评价量表

评价标准

书写工整，句子通顺，逻辑清晰，作文格式规范。☆☆☆☆

文中景物的静态描写清晰，表现了景物的静态之美。 ☆☆

文中景物的动态描写清晰，表现了景物的动态之美。 ☆☆

体会到文中表达的情感。 ☆☆

评价量表的第一条是针对学生的基本习作要

求，不管是书写还是整体作文构思，应该是每一篇

作文的基本要求。后三条则是对本单元的习作要素

及习作重点的方向引导，这样不管是学生互评，还

是学生的第二次习作，他们都可以知道本单元在进

行文章创作时该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五、结语

学生习作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生不

断掌握习作方法。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提出

的动态描写、静态描写是教材第一次以单元编排的

方式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虽有

一定难度，但是最考验学生和教师的。语文教学并

不单单是教学生识字、做题、写作，更重要的是教

会学生用语文、品语文，将语文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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