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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语文写作教学不仅是语言文字能力培养

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思维发展和情感表达的关键途径，

然而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小学生往往对写作产生畏难情

绪，兴趣缺乏，创作动力不足，随着新课标对学生综合语

文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成为提升

写作教学质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当前，小学语文教学改

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倡导情境创设、体验学习和个性表

达，这为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供了新的契机，尤其在信息

化、多元化背景下教师应探索更具吸引力和启发性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写作的魅力，激发

他们的表达欲望与创造激情，通过优化教学策略营造支持

性写作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持续的写作兴趣，进而提升其

语言运用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为今后的学习与成长打下

坚实基础。

1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的概念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是指教师通过科学

设计教学内容与活动，调动学生参与写作的积极性，使其

对写作过程产生浓厚兴趣，进而主动投入、自由表达的一

种教学引导行为，激发兴趣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机，更

注重情感体验与认知发展的有机结合，通过创设真实、生

动、富有吸引力的写作情境，引导学生从写作任务中发现

乐趣，体验成就感，逐步树立自信心[1]。兴趣的激发既包括

对写作主题、形式和方法的好奇与探索，也涵盖对个体生

活体验、情感世界的关注与表达意愿，有效的兴趣激发能

够降低学生对写作的心理抵抗，促使他们在积极情绪状态

下展开思考与创作，从而提升写作技能与综合素养，因此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是促进语言表达能力

发展、培养创新思维和审美素养的重要路径。

2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的对策建议

2.1　设计趣味话题

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设计趣味话题是激发学生写

作兴趣的重要策略，趣味话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

表达欲，使他们在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下主动参与写作活

动。一般而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源于与自身经验和兴趣

的连接，因此教师在设计写作话题时应注重选取贴近学生

生活、具有探索性与趣味性的内容，如童年趣事、想象故

事、节日体验等，让学生在熟悉的背景中自由表达，同时

趣味话题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鼓励学生进行个

性化、多角度的表达，避免写作内容的单一与机械，学生

通过趣味话题的引导能够将写作视为分享情感、表达思想

的自然需求，而非刻板任务，进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语言

组织能力与思维创造力，因此趣味话题的科学设计不仅能

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焦虑，还能促进他们持续的写作兴趣

养成，为语文综合素养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

以“写日记”活动为例，教师可以通过设计趣味化的话

题，引导学生从机械记流水账式的日记写作，转向充满乐

趣与创意的表达，例如教师可以提出“今天我变成了一只

小猫”“如果我能隐身一天”“我最喜欢的一顿晚餐”等

富有想象力的日记主题，引导学生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描绘

自己的体验和想象，为此教师可以实施这样的趣味日记写

作计划，每周由学生自选一个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创作，内

容可以是真实经历，也可以是奇思妙想，通过趣味话题的

设置使学生的参与热情明显提高，原本害怕写日记的孩子

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作品，课堂氛围也更加活跃，此外教

师可以在批改中注重正向评价，鼓励创意与细节描写，使

学生在不断的正反馈中感受到写作的快乐与成就感，可见

趣味话题的引导能显著提升学生对日记写作的兴趣，并在

日常积累中有效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2.2　创设真实情境

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创设真实情境是激发学生写

作兴趣的重要途径，真实情境能够缩短学生与写作任务之

间的心理距离，使学生在具体、可感的情境中产生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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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体验和表达欲望，而学生在亲历、感知和参与的过程

中能够更加自然地激发思维与语言表达的动力，因此教师

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应通过设置贴近生活或具有情感共鸣的

情境，如节日活动、校园趣事、亲情友情故事等，让学生

在情境感知中寻找写作灵感。在任务驱动的情境创设中，

学生不再是被动接收写作命令的对象，而是主动探索、体

验、表达的主体，真实情境赋予写作任务具体的背景和意

义，使学生写有所感、言之有物，同时也能激发他们对生

活细节的观察力与表达力，从而提升写作的真实性、感染

力和创造性，有效的情境创设不仅能让学生乐于写作，还

能帮助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写作习惯与思维品质。

以“续写故事”这一写作活动为例，教师可以通过精

心创设真实情境，激发学生的想象与表达热情，例如在学

习《小蝌蚪找妈妈》这一课文后，教师引导学生设想：“

小蝌蚪找到了妈妈以后，他们一起经历了哪些新的故事

呢？”教师不仅让学生回顾课文情节，还通过播放小蝌蚪

成长的视频、讲述青蛙一生的变化，帮助学生沉浸在真实

而生动的情境中，学生们在了解更多背景知识后纷纷展开

想象，有的续写小蝌蚪和妈妈在池塘里探险的故事，有的

描述它们遇到新朋友的奇遇。通过真实情境的创设，学生

能够把写作任务与具体感知联系起来，不再感到空洞和无

趣，写作的内容也更加丰富生动，此外教师在点评时着重

表扬学生故事中真实感人的细节和有逻辑的情节推进，进

一步增强了学生写作的成就感和兴趣，因此创设真实情境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与动力，让写作活动真正成

为他们愿意投入和享受的过程。

图1  小蝌蚪找妈妈

2.3　开展故事接龙

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故事接龙活动通过多人接力续

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写作中单一、孤立的创作模式，转而

引导学生在互动与协作中激发灵感、丰富表达，学生在学

习过程应强调社会交往和集体认知建构，故事接龙正好契

合了这种理念，学生在接龙过程中不仅要理解前文内容，

还要在此基础上合理想象并自然延续情节，这种任务对学

生的语言组织、逻辑推理与创造性表达提出了综合要求，

极大地激活了他们的思维活力[3]。故事接龙的情境既轻松又

充满挑战，能够促使学生在游戏化的氛围中感受到写作的

乐趣，同时降低写作焦虑，提升自信心，学生通过不断地

思考、补充和创造逐渐从被动写作转向主动表达，这有助

于形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和团队协作意识，因此合理设计并

引导故事接龙不仅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还能全面

提升其综合语文素养。

在写作课堂上，教师组织了一次以“我家的小狗”为主

题的故事接龙活动，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回忆与小狗相关的

趣事，并由一位学生开头，例如：“我家的小狗叫豆豆，

它有一双黑亮的眼睛，总喜欢叼着拖鞋跑来跑去”随后

其他同学依次接着叙述，或描述豆豆的搞笑行为，或虚构

它的一场大冒险，每位学生需要在理解前一段内容的基础

上延续情节，使故事自然连贯又富有趣味。为了增强代入

感，教师还引导学生在叙述中融入动作、对话、心理描写

等细节，使故事更加生动。通过这样的接龙方式，学生们

不仅体验到了集体创作的乐趣，还在不断的情节推进中训

练了逻辑思维与表达能力，原本对写作感到畏惧的孩子，

也在轻松的氛围中积极参与，写作兴趣大大提升，教师在

活动结束后可以将整个接龙故事整理成班级小书刊，进一

步增强了学生的成就感和归属感，可见故事接龙通过互动

性和趣味性，有效促进了学生写作兴趣的培养和语言综合

能力的发展。

3　结语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是提升写作教学质量

与学生语文素养的关键环节，通过设计趣味话题、创设真

实情境、开展故事接龙等多元策略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写

作积极性，增强其表达欲望与创造能力，教师在实践中应

结合学生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教学方法，营造轻松愉快、

富有启发性的写作氛围，使学生在兴趣驱动下实现思维和

语言的双重成长，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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