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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果彦平 

（河北省三河市西小汪小学  065200） 

 
摘要：写作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提高小学生的写作

能力是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对小学语文写

作教学也更加的关注。从实际情况来看，想要培养小学生的写作能力，

首先就需要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以及提高小学生的观察能力，这些内容

直接关系到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在小学语文写

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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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阶段，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同时也是一门重要

学科，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小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但是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一直都是一项难
题，想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就需要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当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升以后，学生能够更好的发现周围的写作素
材，进而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1]。 

一、增强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促使学生养成观察生活的习惯 
对于观察能力来说，是一项主动获得的能力，学生缺少自觉

性就不能够提升自身的观察能力。具体来说，教师想要提高小学
生的观察能力，就需要帮助学生加深对生活的热爱，要引导学生
善于观察生活中的事物，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写作素
材，写作能力的提升也就了保障。柳青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观
察的态度问题。一个对人冷淡无情和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人，
无论他怎样善于观察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这就是说在
生活中或工作中要有热情――热情地喜欢人、帮助人、批评人或
反对人……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热情与我描写人的时候所用词
句的分量都有关系。当你缺少这种热情的时候，你在生活中或工
作中也许观察不到多少东西，观察到的也许并不深刻，并非本质，
在写作时也不免嗟叹创作的困难。”这些话讲得极为精辟。观察
当然需要讲究方法，而更重要的是需要热情[2]。 

二、激发学生观察的兴趣 
对于小学生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观察产生浓

厚兴趣的时候，学生就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积极
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所以，小学语文教师想要培养小学生的
观察力，就需要激发小学生对观察产生兴趣，要将学生对新事物
的热情引导到培养观察能力这一正确行为上来，这样的培养方式
能够改变过去的“灌输”式教学的弊端，教室不再是教师的“一
言堂”，而是让学生们参与到观察兴趣的培养过程中来，让学生
对观察事物保持良好的积极性。 

在小学阶段学生兴趣的培养相对容易一些，尤其是观察这样
的自主性强而且不枯燥的培养项目。教师只要对小学儿童的心理
进行仔细的揣摩就能加以掌握，小学生童心未泯，对周围的一切
新鲜事物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心，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好奇心，在
日常的作文教学中更多地为学生提供新鲜的描写对象，比如说小
鸟、金鱼之类的东西让学生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思想的开放
性对描写对象进行观察和描写，小学生的好奇心和他们的注意力
一样很难长时间集中，所以他们对司空见惯的东西没有很明显的
兴趣，对新鲜的事物却有极高的兴趣，所以教师在观察能力培养
上要时常为学生提供一些新的观察描写素材，让学生时刻保持良
好的兴趣，久而久之，课堂上的兴趣就会扩展到课堂以外的日常
生活中去，观察能力的提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教师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活动 
观察能力具有多样性、多角度的特点，往往从单一的角度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只会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只有引导学生从
多个角度、多种方式进行观察活动，才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小学生来说，由于年龄尚小，对世界的认知还处于一个初级
阶段，并不具备多角度、多方式对事物进行观察的能力，所以，
教师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过程中就要格外注意学生多角度观
察能力的培养，不要教授学生要如何看待一个事物，不要教给孩

子们如何对一件事物进行观察和描写，而是让学生自主地观察，
对学生自主观察产生的不同结果只做学术上的评价而不做性质
上的评价，对观察训练也不要给出类似“标准答案”的东西，而
是让学生保持自己思想的特殊性和属于自己的观察角度的多样
性[3]。 

四、在观察事物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对于观察能力来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几乎所有的能

力都是需要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才能够获得的，所以观察能力也是
其他能力的基础，而想象力则是以现实为基础所进行的设想，想
象力也是学习语文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环节，因为在语文教学中不
可能做到教学的内容都基于实践基于现实，语文教学中会讲解到
很多学生没有接触过的新的事物，而学生们对这样一个新的事物
了解和接受很大程度就要依靠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透过事物
的表面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培养是学生从观
察事物上升到认识事物的认知层次提高的关键。 

例如，教师在教学写作时，提出了以下要求：通过阅读，找
找语文书里的故事，选一两个写下来，同时说说你从故事中得到
的启示。这样一个习作的题目中学生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
故事之后基于对故事情节的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联系现实生
活中的实例，透过故事阐述的表面对故事所蕴含的道理进行总结
和梳理，进而得出故事对自身的启示，这就是想象力在语文教学
实际问题中的完美体现和应用。 

五、培养学生养成写作观察日记的习惯 
学生通过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观察，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看法

和想法。想要培养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写作观察日记就成为了一
种更加方便、更加快速的方法。实践在写作中也非常重要，有了
一定的材料学生自然有写作的欲望。观察作为获取材料的手段和
来源，这不是写作教学的目的，所以观察思考之后，还要引导学
生投入到写作训练的实际过程中去。作为语文老师，我请求学生
按时间完成观察日记。因为生活需要细心的观察从而获取鲜活而
有用的素材。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

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中，作文教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教师必
须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对事物观察的方法和能力，同时精
心设计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努力创设最佳的情境，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在全体学生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切实提高学生
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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