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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写话教学是对低年级小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等能
力进行综合性训练的重要途径之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要求低年段学生对写话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
象中的事物，写出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感想。在写话中乐于
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逗号、
句号、问号、感叹号。看图写话作为作文的起步，需要经过一定
的培养过程，并坚持长期的积累才能形成一种能力。而低年级的
看图写话课，几乎是建立在学生毫无基础、毫无方法、毫无积累
的情况之上的，这样的状况就要求老师更加精心的指导，并创造
各种各样的途径帮助学生入门。

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实践，笔者发现小学低年段看图写话教学
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图意不明
小学低年段的孩子处于形象思维占据绝对优势的年龄段，观

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弱。所以，在看图写话的初期，孩子
们只能观察到图画上有什么事物，在干什么，但是却对用文字
将这些事物有序地表达出来非常吃力。而且无法分辨图片中的主
要信息和次要信息。

2.表述不清
由于思维发育和所学词汇有限等客观原因，再加上缺少对自

身经验的语言表述练习，所以小学生在表达看图写话的时候总是
直白、模糊、笼统，缺少思维的连接性，不能清晰地展示个
性和自我感情。从而使话语的表达缺乏条理性，写起话来有时
前言不搭后语。

3.兴趣不高
首先，所学的汉字不多，孩子们驾驭汉字的能力还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用自己不熟悉的工具去完成一项不熟悉的任务，孩
子们从心底里不自信；其次，写话中提供的图片有一些距离孩
子们的生活比较远，让孩子们无从下手。

4.标点不准
课标要求低年段学生应该能够准确使用逗号、句号、问号和

感叹号。但是在实际的写话过程中，常常出现一逗到底的现象，更
有甚至，个别同学全篇只有一个标点符号，整篇写话下来只在末
尾看见一个句号。由此可见，断句和标点的正确使用对低年段的
孩子来说是个难点。

面对低年段看图写话教学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笔者主要采取
了以下几方面的策略来解决。

1.给孩子一个伸手可及的写话思路
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写话多以记事为主，所以教师在

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渗透记叙文的特点及六要素。当然，这
并不是让教师机械地告诉学生什么是记叙文的六要素。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喜欢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教师可以利用孩子的这一心理特
点在淡化写话难度的基础上，渲染写好话语的宝典是写清楚时间、
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掌握
了写话的一般思路。

2.形成看图写话的写作模式
一般情况下，我会采取看、想、说、写的四步写话模式。所

谓看，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观察。拿到一幅图，首先大家
一起来观察这幅图：图中你都看到了什么？让学生自主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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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表达。
所谓想，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图中所画事物提取自己需

要的有效信息。图中写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引导
学生根据图中的植物的生长、人物的衣着等特征来讨论、判断故事发
生在什么季节。图中写的是哪儿？让学生自由想象，答案不固定，合
理即可，并要表扬部分具有创新思维的孩子。图中都有谁？他（她）
们是什么关系？依然不固定，合理即准确。但是一定要注意想象关系
的合理性，以及图中人物的数量，尤其是在人物不多的情况下注意观
察每个人的动作、神态并想象他会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想
象故事发生的原因，畅所欲言。并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
的思想，所以你的想法可以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在做什么？这是重中
之重，应该是图片的主要内容，所以要仔细观察。教师可让每个同学
回答出图中的一个人物，然后引导大家如何细致观察人物的动作。如
果是写景，就要引导学生观察每种事物的位置及形态。最后事情发展
得怎么样？大家的心情如何？教会学生为自己的写话结尾，可以是事
情的结果，也可以想象人物心情的话。所谓说，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在
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能够勇敢、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所谓写，
就是学生以上的基础上能够流畅地写下来。

3.让兴趣成为学生看图写话的老师
针对低年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现状，我做了以下尝试。
首先，淡化难度克心理。不刻意强调看图写话多么重要，多

么难，相反，要让学生觉得看图写话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
水一样正常，就是将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让学生首先从
心理上接受它，并且不惧怕它。其次，巧用绘本做铺垫。利用每
天的小块时间为孩子们朗诵有趣的绘本，但，切记，一定要读出
绘本内容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选择有趣的绘
本，更要读得声情并茂，吸引学生。最好能够在班级形成一种绘
本热潮。我们班读的《奇先生 妙小姐》就深受学生的喜爱。
然后，贴近生活降难度。所谓贴近生活，指的是教师选择的写话
图片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多用学生熟悉的场景，让学生一眼就能
够明白图片的内容。最后，增加色彩激兴趣。所谓增加色彩，是
指教师提供的写话图片最好是彩色的，或者是可以让学生自由发
挥想象涂色的。因为黑白的图片容易造成看不清楚的状况，对于
初学写话的、以形象思维的学生来说，最好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4.让用心为看图写话谱下点睛之笔
除了某些具有明显感情倾向和使用特征的标点外，笔者认为

标点的使用，其实是一个语感积累的过程，尤其是逗号、句号的
使用。既然是积累，那就必须重在平时。教师要从一开始就培养
学生在看书的时候不能只看内容，更要关注标点符号，因为它也
是作者表达感情的重要依据。

总之，看图写话作为写作的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就
的，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耐心指导，更需要学生的用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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