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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中低年级学生语文习作能力的培养 
◆杨  颖 

（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港小学） 

 
摘要：作文是表达自我的方式，是口头表述的另一种形式，应当成为学

生交流和倾述的一种需求。但是，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写作活动

反而却成了学生语文学习中最大的难点。对此，在低年级小学语文教学
中，便需要教师对学生重视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化解学生写作学习

中的误区，从而帮助学生顺畅连贯又深刻地表达自我。本文就小学低年

级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几点培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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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遣词造句训练，培养学生语言驾驭能力 
写作表达，需要以基础的词汇和连贯的语言文字为根基。写

作能力的培养应当从遣词造句出发，应当在学生明确语言含义的
基础上开展写作训练。目前，不少学生出现了这样一种写作现状：
虽然自己的情感丰富，自己的体验深刻，但是却很难用精准的文
字将情感深刻地表达出来，虽然积累了一些事物的表现，但是在
描述时却发现语言的苍白，出现了难以名状的现状。事实上，在
教学中出现这种现状，是因为学生在语言积累中出现了问题，说
明学生语言词汇的积累量上可能存在不足，也有可能是学生虽然
积累了一定的词汇，但是在应用词汇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时，却
不会应用，也就导致了学生出现词不达意的现状。究其原因，学
生所出现的问题就在于学生写作基础——遣词造句能力不足，学
生缺乏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应用能力，不能准确把握语言并选用
适当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
过最基础的遣词造句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例如，为了训练学生
使用复杂成分的语句描述事物、表达思想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使用一些连词进行造句，如“不是...也不是...而是...”、“只要...
就...”、“虽然...但是...”、“如果...就...”等，在以上连词把握的基
础上，学生将最基础的连贯顺畅、整体性不强的语句串联起来，
也就学会了使用长句表达写作了。此外，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引
导学生要会用精准恰当的词汇进行写作，从而真切、深刻地表达
自我，这也就要求学生既要理解一些成语、词语，更要学会应用。
所以，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组织引导学生开展造
句等活动，将日常课文中所见到的一些成语、词语进行应用。如，
在《不懂就要问》中，教师引导学生明确稀里糊涂、摇头晃脑、
鸦雀无声等词语的含义，并引导学生结合词义进行遣词造句，从
而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积累写作语言基础，从而夯实学生的写
作根基。在以上教学方式下，学生学会将词汇应用到写作中，也
就学会了连贯句子的写作。此后，学生进行作文写作时，也就能
由点连线，由线及面了。 

二、重视生活根基，培养学生扎实写作功底 
在写作活动中，不少学生无话可说，即便是在生活中能够侃

侃而谈的学生，在面临写作活动的时候也会打怵。所以，不少学
生对待写作具有畏难心理，不明确写作和自己的头口表达之间有
怎样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口头表述还是书面表达，都是体现
生活和思想的一种方式，而写作活动无非是在口头表述的基础
上，进行进一步的部署和整理。无论是口头表述还是书面表达，
都需要以生活为根基。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要重视生活根基，
要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感知生活，才能积累更多优质的写作
素材，才能培养学生坚实的写作功底。所以，低年级的小学生写
作活动的组织，应当由教师在引导学生开展了观察活动的基础上
进行的。例如，教师引导学生描写“橘子”这一物体时，教师可
以通过开展实物教学的方式引导学生观察并写作。在写作之前，
教师给学生展现不同成熟程度的橘子，并设置问题：请你用一个
词汇来对老师手中的橘子进行形容，一定要是表示颜色的词汇
哦！随后，学生可能会提出：橘黄色、明黄色、黄澄澄、青绿色
等；随后，教师设置填空题：老师举着一个_______(形状)的橘子。
在观察的基础上，学生开始应用自己的词汇进行形容：圆圆的、
圆鼓鼓的、圆溜溜的、又圆又大的。在此基础上，教师继续引导
学生：请同学们上来摸一摸、掂一掂，说出一个感受。此时，学

生可能会说到橘子外皮的粗糙、沉甸甸、凉丝丝等。经过观察，
教师可以给学生发放橘子，并让学生形容其味道，如：酸溜溜、
甜丝丝、又酸又甜、甘甜可口、生涩等。经过以上观察、触摸、
感知等过程，学生此刻在思维中已经建立起了形容和描写橘子的
储备库。此时，经过观察和表述的过程后，教师引导学生：撰写
一篇描写橘子的小作文，尽可能生动形象。经历了如上过程，写
作也就不再是学生的困难，并且观察、思考和积累的过程也让学
生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 

三、优化教学评价，提升写作热情 
小学生写作畏难心理的存在还需要教师艺术化的教学技巧

予以疏导和排解，帮助学生释放畏难心理，从而帮助学生提升写
作热情。对此，教师可以通过教学评价的方式帮助学生点燃写作
动机和热情。一方面，教师在评价学生的作文时，可以通过一些
鼓励性的话语，让学生的信心和效能感提升，减弱学生不敢写的
心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有潜力写出优质的作品。另一
方面，为激发学生更高的热情，教师可以在学生优美句子中点亮
“星星”，让学生学会欣赏自己、他人的优质作品，从而让教师
的优质评价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向他人学习。此外，针对学
生优质的写作作品，教师还可以通过展览张贴、晾晒等方式进行
评价，让被展览的学生作品为他人参观时，增强被展览学生的成
功的喜悦感和自信心，也让其他同学钦慕的同时，励志写作出优
质作品的热情。在积极教学评价的方式下，学生的热情被点燃、
写作动机增强，其作品也将被逐步优化。 

总结 
小学生初步接触习作，必然会存在畏难心理，并且长篇幅的

表述让学生不知如何措辞。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需要通过夯实
学生的写作基础，通过遣词造句的方式提升学生的语言驾驭能
力；通过注重生活根基和注重观察过程，培养学生扎实的写作功
底；通过优化写作评价，帮助学生提升写作热情，学生在认知、
情感和能力等方面均有所突破，从而有效提升低年级小学生的写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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