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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生活，充实小学生写作作品 
◆钟华威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古屋小学） 

 
摘要：写作活动的开展，需要以生活作为根基，优质的写作作品应当是

立足于实际生活，在对生活中事物细致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和情感的融入

开展的。对此，本文就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如何通过生活观察的方式

充实写作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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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记录，积累写作资源 
在学生的写作中，生活是根基、是基础，更是源头。不少学

生在写作中感到无话可说、无字可写。显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
因为学生轻视生活、忽视生活根基、忽视生活化资源的应用，导
致学生在写作中出现了写作资源补充备、写作素材不丰富的现
象。所以，学生不会写作，为写作活动困扰，其作品中出现了文
字堆砌应付写作任务的现状，都是源于学生对生活根基的轻视。
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开展写作活动，首先要求学生要学
会观察生活并及时记录被观察物体的特征，以作备用，为写作做
好积累工作。课堂上，教师培养学生观察意识和记录习惯时，教
师便可以将学生即将要描述的一些物品（此地以树叶为例）搬到
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亲身观察体验，以帮助学生积累。例如，教
师带着一篇法桐树叶，让学生细致观察。首先，教师引导学生思
考：同学们，请你们观察老师手中的这些树叶， 能对这些树叶
的颜色进行描述？随即学生提出，绿色的、青色的、泛绿色、绿
色、暗绿色、树叶上带有黄色的边沿等等。随后，教师进一步引
导学生继续描述， 能说一下这个树叶的形状呢？有的学生提
出：与枫叶类似，但是比枫叶的边沿多了一些裂片；也有学生提
出，法桐叶子的形状像是三角形，但是在三角形的两侧多了两个
角；还有学生提出，法桐的叶子就像三座小山丘，其中中间的山
丘 高，两侧的山丘比中间的山丘略低一些。随后，教师再引导
学生近处观察并触摸，引导学生思考： 能说一些法桐叶子的触
感？随即，学生开始描述；法桐树叶比一般的树叶要重一些，并
且摸起来毛茸茸的。也有学生补充：法桐树叶的背面毛茸茸的，
叶子的正面叶脉和纹路十分清晰。更有学生补充说道：法桐树叶
的叶片中有三条凸起的叶脉，就像是三条通往不同方向的主干道
路一般向各个方向输送养分，三条主干叶脉的两侧还有众多细微
的支路。通过如上引导过程，学生学会了细致观察事物，学会了
通过事物的形状、颜色、触感等方面对事物进行描述。经历了如
上过程后，即便是要求学生对法桐树叶进行描述，学生也能写作
一段充实的文章。经过教师的引导之后，学生掌握了观察的技巧，
在写作之前也就建立了对事物先进行观察的习惯，让习惯的建立
帮助学生有效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为自己的写作积蓄更多的优
质写作资源。 

二、观察思考，合理安排写作内容 
在生活中事物的描写中，既要做到重点突出，也要做到简略

得当，还要求事物的描写顺序合理生动。但是，在目前不少学生
的写作中，却存在着写作顺序杂乱无章，描写顺序由细节到整体，
再从整体到细节等穿插着描述的现象，不对写作内容进行妥善安
置、不对描写顺序进行合理计划，学生的作文也难以获得赢得高
分，更难以让学生的作文出彩。对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
生把握写作技巧，要在所要描写资源积累的基础上，适当筛选并
进行妥善安排，做到有序且简略得当，将所要描写的事物特征凸
显出来，而非堆砌素材凑字数。对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写作时，
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写作是一种以文字的形式重现事物或者场
景的方式，个人的描写与电影放映类似，都有凸显特征的目的性。
随后，教师引导学生观察两端视频：一段是被剪辑地毫无顺序甚
至令人目眩的视频，嘈杂且混乱；另一段则是将镜头由近到远，
由远到近等方式呈现。对比之下，让学生直观认识在事物特征的
呈现时，必须要通过合理化的顺序呈现，才能让事物的特征得以
凸显。所以，教师引导学生在写作之前先对所要描写的事物列出
一个框架或者思维导图，先将要凸显事物特点的资源收集整理出

来， 终按照由整体到部分或者部分到整体的顺序描写，力争将
事物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式描写出来。 

三、观察想象，促进写作内容生动形象 
写作本身是一种艺术化的活动形式，作文源自于生活而高于

生活。之所以高于生活，则体现在个体对事物的加工、演绎和想
象。优质的文章必然是带有创作者细致的思维加工和广阔的想象
演绎的，良好的作品创作需要以丰富的想象作为前提，并且想象
力也是学生应用拟人、比喻等写作手法的前提。写作不是对生活
的细枝末节的识记，而是伴随着个人倾向性和情感的演绎，需要
带有一定的想象力色彩，才能让写作变得更加生动、饱满、充实。
对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在描写事物时，善于应用自己的
想象对事物进行加工演绎，将生活中的事物以更加艺术化的形式
展现出来。例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柳树醒了》这一篇课文，
让学生欣赏其中的一些拟人的句子，如“春雨给柳树洗澡。洗着
写着，小柳树哟，软了”、“春风给柳树梳头。梳着梳着，小柳树
哟，绿了”等句子，让学生欣赏伴有想象色彩的文章，是如此的
灵动、丰富，其中作者对柳树和这个春季的热爱也就不言自明。
由这一教学过程，教师引导学生在写作时，要在源自于生活观察
资源积累的基础上，应用想象和演绎的方式将事物生动呈现出
来， 

总结 
针对当前学生对写作存在的畏难心理，在写作中出现的对其

字词、缺乏真情实感，缺乏事物描写生动性的特点，教师在教学
中需要引导学生重视生活根基，重视对生活的观察，从而改善当
前的写作境况。对此，教师在学生的写作指导中，可以引导学生
通过观察记录、观察思考和观察想象等多种活动相结合的方式组
织开展写作活动，让学生的写作在富有想象空间、有充足写作技
巧的方式演绎下，将以生活为根基的写作资源和写作素材演绎地
更加充实，让学生的写作变得更加灵动、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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