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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小学三年级语文习作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
王明慧

（吉林省柳河县建设小学，吉林 通化 135307）

摘要：伴写作教学在小学教学体系中的所占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基于实际小学习作教学情况来看，包括学生习作兴趣较低、习作

训练方法单一在内的诸多问题依旧存在且十分严重。对此，文章重点围绕小学三年级语文习作教学工作，详细阐述了习作教学中存在的

具体问题和解决对策，旨在给予广大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师可行的帮助，并以此有效提高小学生的习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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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习作教学不仅是保障小学学生写作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同时也是帮助学生取得较好考试成绩的重要渠道。但是，从实际

调研中不难发现，由于受到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影响，很多小学

语文教师所施行的习作教学方法均相对落后，这意味着学生习作

训练的质量和效率均受到较大限制。对此，以三年级习作教学为例，

深入剖析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的开展方法，符合当前小学学生写作

能力培养要求，值得我们给予足够重视。

一、小学三年级语文习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习作练习较少，写作技巧掌握不足

三年级学生虽然普遍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但由于自

身学习能力不足，在学习写作时往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定的学

习困难，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长时间的习作训练是保障学生写

作能力有效提升的关键方法。然而，从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很

多教师一味沿用传统落后的习作教学思想，不仅过于重视教材知

识和课本内容，同时也缺乏对于教学形式的创新和优化，进而导

致学生习作训练效果十分低下，既不能起到较好的习作教学效果，

又不能充分就习作技巧进行掌握。

（二）习作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率普遍不高

在现有小学三年级习作教学过程中，部分语文教师一味使用

灌输式教学模式，忽略学生习作积极性培养，同样是造成习作教

学效果低下的主要问题。其中，由于教师教学思想落后，很多教

师在开展习作教学时普遍会要求学生就教材内的优秀词句进行背

诵，而这虽然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就习作素材进行积累，但整个习

作学习过程完全由抄书、背书占据，不仅无法就自身的习作思维

进行启发，同时也很容易使学生形成死板习作习惯，进而出现学

生习作作品千篇一律的问题。

（三）学生习作兴趣较低，教学气氛相对压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引导学生写出优秀的文章，首先需

就学生的习作兴趣进行激发。但是，于目前来看，学生习作兴趣

低下仍是造成其习作学习效果较差的核心问题。多数教师所使用

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不仅很难就积极课堂气氛进行营造，同时

也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教育原则，进而轻则影响学生参与热情，

重则滋生学生的不满心理。此外，在实际写作训练过程中，教师

往往会强制性规定学生的写作主题甚至写作思路，这使得学生写

作模式极为死板，并不符合习作教学的多样性原则。

二、提高小学三年级语文习作教学质量的具体方法

（一）基于学生日常生活，挖掘习作练习素材

习作来源于生活，更升华于生活，而正如矛盾先生所述，把

自身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才是习作学习的最有效方法，

因此，在日常写作训练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生活中挖掘习作素材，

通过广泛的习作素材积累来启发学生的习作思维，始终不失为一

种非常有效的习作教学手段。其中，针对三年级学生本身的年龄

特点，教师可结合学生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观，如四季景色、街

心公园、鸟兽鱼虫来明确写作主题，借此一方面可提升学生的生

活观察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就写作教学的教学形式进行创新，

并最终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习作素材。

（二）基于多元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习作兴趣

在通常情况下，“要我学”和“我要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如何就学生习作兴趣进行培养，是提升习作教学效果首先

需面临的关键问题。对此，教师可基于现代以人为本教育理念，

不断就自身教学方法进行拓宽，进而在多元教学活动开展下，有

效就学生的习作兴趣进行激发。例如，在引导学生写作植物主题

文章时，教师可视情况开展“走出课堂”的课外活动，通过引导

学生参观校园风景或植物园来加深学生对于植物景观的理解和认

知，同时，在参观过程中，教师要配以及时的讲解和描述，要让

学生感受到活动参与的乐趣，并将之化为写作学习的动力。

（三）基于充足拓展阅读，提升学生写作技巧

在小学习作教学过程中，仅凭教材内容并不足以满足学生的

习作素材积累要求，因此，通过定期的拓展阅读来提高学生的课

外阅读量，往往是培养学生素材积累习惯的最有效方法。例如，

在引导学生学习“司马光”相关知识时，除了可根据课文《司马

光砸缸》来讲述司马光的智慧外，教师还可以此为契机广泛为学

生展示司马光的其他生平故事，借此一方面可提高学生的素材积

累量，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对历史角色具有更加清楚的认知，有

助于提高其课文学习水平并养成良好思维习惯。 

三、结语

综上，本文基于小学三年级习作教学，详细阐述了提高三年

级小学生习作水平的具体方法，其中，面对习作教学于小学生培

养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只有进一步优化习作教学方法，并不断就

学生的习作训练方式和素材积累渠道进行创新，才能有效提升学

生习作水平，才能促进学生习作兴趣和习作习惯的正确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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