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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说：“生活犹如泉水，文章犹如溪水，源泉丰
盛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流不停息”。《小学语文新课标》
规定小学生作文的性质是习作，是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
创新表达的过程，是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表达交流的
过程，是学生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学习运用常见的表达方
式。在生活中，很多的事情都可以作为学生习作的素材，文章
来源于生活、升华于生活，但作为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把习作当
成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呢？就自己从事语文教学二十多年的经验来
看，我有一些感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1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在指导习作时，要求学生把习作与多彩的生活结合起来。

无论是学校生活、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见闻，这样才能
增强习作的实践性、真实性、趣味性、生活性。这就要求学
生热爱生活、善于观察，才能逐渐培养学生的习作兴趣，提高
他们的习作能力。

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确实，教师要在和谐愉
悦的教学氛围中消除学生对习作的“恐惧症”，激发学生的习
作欲望，让学生想写、愿写、敢写。教育家赞科夫说:“只有
在学生学习兴趣高涨时，才能不断要求自己努力向上，才有把
自己独有的想法说出来的欲望，才能产生出多彩的想象画面，
激发各种感情和丰富的词语。”可以说，兴趣是提高学生习作
的内动力。所以，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捕捉生活中的点滴，抓
住学生思维活动的活跃点，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要有目的、有
计划地培养学生的习作兴趣，加强平时的训练。

我曾经针对学生们就以下问题做过一次调查，参与学生
40 人。

你平时是否有注意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
1、有。（ ） 2、没有（ ） 3、有时观察。（ ）
你平时有记读书笔记、积累好词佳句的习惯吗？
1、经常做。（ ） 2、老师和家长叫我做时我才做。 （ ） 3、

不做。（ ）
你在平时学习中，当自己看到、听到或想到的事情，你会主

动写下来吗？
1、自己经常主动写。( )    2、有时候写。（ ）    3、我不

想写。（ ）
4、老师、家长逼着我写时我才写。( )
从问卷调查中显示：平时有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的学生23

人，占全部学生的57.5%；有时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的学生有15
人，占全部学生的37.5%；从来没有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的学生有
2人，占全部学生的5%。在记读书笔记、积累好词佳句方面，93%
的学生都是“老师或家长安排才做的”，有54%的学生能够主动把
自己看到、听到或想到的事情主动写下来，有26%的学生选择“有
时写”，13%的学生选择“老师、家长逼着写时才写”，还有7%的
学生表示根本不想写。

为了给学生习作积累素材，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培养他们的
观察兴趣，我让每一个学生把一天当中看到、听到的事，用何时、
何地、何人、何时、何因的句式，大家感觉很容易，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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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积累生活见闻，提炼关键信息，丰富习作任务内容，为培养习作兴趣奠定扎实的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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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调动他们观察的积极性。要求小组长把同学们说的最新鲜的
事记下来在班上交流。推荐出最好的见闻，把它当作当天的

“新闻“播出一次，当听到自己的“新闻”时。同学们个个
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高兴得拍手不停的地叫好。看到别
人的成功，其他同学也都跃跃欲试。有时同学们为了收集到比
别人更好的“新闻“，回到家中，看电视、听广播、阅课
外读物，用心发现生活中的小事，养成留心观察的习惯，自然
也有了习作的兴趣。

2　带领学生走进生活，丰富习作内容
学生如果局限在教室、学校等一些小圈子里，要写出文质

兼美、内容充实的文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学生走进生活，
学会了做人，做事，他的生活才有更多的活力，写作的素材，
也就有了更多的源泉。具体的说，比如可以利用学校的有利地
势，带领学生到集市观察市井百态;节假日观察家乡生活的变
化，积累家乡历史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并且培养学生的课余
爱好，比如藏书、收集标本、游戏表演、音乐、美术等。生
活内容丰富了，感受深了，在写作中就有真情可言，有感可
发，文章就会有血有肉，内容充实，感染力就一定很强。

3　立足教材，拓展习作空间，进行读写结合
读写结合历来是语文阅读教学与习作教学最有效的教学整

合。在新课程改革深入发展，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更是
勿庸置疑。我们语文教材选编的课文，文质兼美，有很多课文
给我们留有习作练习的广阔空间，如果我们教师好好地挖掘、利
用这些教材资源，根据阅读教学找准读写结合训练点，适时有效
地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既可以使学生学到充分的习作技巧，又
可以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在农村小学习作教学中，教师只有从兴趣着眼，想办法调动
学生说写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探索和发现适合农村学生学习
作作的方法和有效途径，以切身经验正确引导学生，将习作的引
导、口语交际、平时好词佳句的积累诸多方面有机结合，并溶于
一体，在练习时就感到心情舒畅，信心十足，从根本上解除学生
害怕和厌倦习作的心理，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写作文难了。

总之，教师在整个习作过程中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调动和提升
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努力创设一种更宽松的学习环境，充分尊重
和信任每一位学生，并给予明确、具体、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定
能冲出“山穷水尽”无从下笔的习作困境，迎来“柳暗花明”才
笔横溢的春色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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