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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借部编教材提升小学生习作修改能力
孙梅艳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中心，山东 济南 271100）

摘要：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部编版教材就是教育部所发布的人教版教材，其实并不是。新版的部编版教材相对于人教版教材来说更加

注重基础的掌握的积累，对于小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认字和写字。认字和写字是学习语文的基础，小学生只有在掌握汉字的基础上才

能对练习与作文方面提出要求。部编版的教材可以让小学生循序渐进的进行学习，从字、句子、片段和篇章对文章进行分析，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也为教师后期训练小学生修改作文的能力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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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好的文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修改而成的。

对小学生来说大部分老师的要求就是让学生学会写文章，而不是

教会学生如何修改文章。但其实修改文章是写作全过程的一个组

成部分，也是写好文章必不可少的一步。

因此，在小学阶段让学生学会修改习作是为学生后期提高写

作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师使用部编版教材时要注意教学方式

的改变，注重对学生修改习作能力的培养。

一、扎根教材，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一）词句训练，段落的组成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学习的要求比较低，只是多

学习汉字，学会写一些简单的文章就达到标准了。但在国学回归

的呼吁之下，部编版小学教材的改革也提高了对小学生的要求。

小学生学习的文章都比较简单，因为小学生认识的汉字有限。

但部编版的教材中，选用的文章都是简单的汉字组成优美的句子。

例如，在部编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二课《走月亮》中，“是

在洱海里淘洗过吗？月盘是那样明亮，月光是那样柔和。”运用

反问的手法引起学生的思考，让学生看见月亮的美。将月亮的明

亮与月光的美丽用这种语句表达出来，间接让学生知道描写不是

平铺直叙的，可以运用一些表现手法和优美的词语。

汉字是小学生学习的重点，由汉字组成的句子更是学习写作

的基础。平时的学习中学生也要注意词语的积累，词语才是提升

句子美感的关键。教师教授学生学习词句的训练，再过渡到段落，

从而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二）段落学习，理清逻辑

在小学生进行写作前，教师要让学生进行写段落的练习。因

为段落是组成文章的肢体，这篇文章的第一眼是看结构，但是段

落描写才能体现学生真正的写作水准。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抓住课文中有特色的片段对学生进行

分析和训练，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限定场景让学生进行描写训练，

场景描写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的写作能力，但是由于学生本身对

写作训练的不重视，导致这种能力的欠缺。

教师要尽量在课堂上进行写作训练，避免部分同学应付作业。

在段落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把一些技巧交给学生。例如，中

心句的描写和过渡句的描写。中心句可以凸出段落的中心，表明

观点，增加文章的逻辑思维性。过渡句的应用可以增加文章的条

理性，让文章结构清晰，也可以提升文章的整体水平。

（三）篇章训练，培养写作

经过字句和段落描写的训练，就可以训练学生写一些简单的

小短文了。在小学二年级时就有教师要求学生写日记，日记其实

就是作文的缩影。二年级的日记要求一般是 100 字左右，完全可

以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学生写日记是没有硬性要求的，可

以自由发挥，让学生在平时的日记中培养如何写作。

在小学四年级时，就有了作文的要求。任何事物的学习都是

循序渐进的，对于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一样的。在四年级的写作

训练中，教师对于学生的写作要求不能太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而定。因为有的同学可能有写日记的习惯，写作能力自然就

会比一般同学要好，而有的学生因为没有经过训练，写作能力基

本不具备。

面对这种情况教师要细心的引导，每天可以布置一篇 50 字的

小短文，让学生进行练习，也可以提升学生的书写能力。对学生

进行鼓励性教育，让学生对写作产生浓厚的兴趣，继而培养写作

能力。

二、活用教材，引导学生习作训练

（一）课前训练

在现实生活中，不只是学生不重视写作这一重点，许多家长

也认为小学时期只要让孩子认识更多的汉字就行。但其实学习更

多的汉字只是基础要求，在小学阶段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才是重

点。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升了，伴随着的是识字能力和阅读能力的

增强。

国家确实明确提出“减负”的要求，教师要减少学生的作业，

但是也要提高作业的精准度。关于写作性的做训练，教师可以在

每一节课之前都布置一篇 50 字的小作文。布置的小作文可以根据

教材中学习的课文或习作练习进行训练。

例如，在部编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中的习作练习，

“猜猜他是谁”。教师可以让学生对班级中任意一个同学进行 50

字左右的描写，然后将全班同学的习作展示在墙上，让大家一起

猜一猜。以这种方式进行习作训练，同时也可以增加学生对写作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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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训练

关于小学语文课堂习作训练是比较少的，因为小学课堂中小

学生的自觉能力较差，大部分都是由教师主导课堂。在课堂上注

重于分析文章的写作手法和文章的感情，但其实分析文章也是为

学生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而服务的。教材的学习就是为学生积累

词语和学习优秀的文章。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学习完一单元的课程就设立一次课

堂习作训练。例如，部编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本单

元是借助关键语句概况一段话的大意，本单元的文章写的也是小

动物贴近生活。

教师可以借助本单元的学习训练学生中心句的描写，选用生

活中比较常见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文章的中心。在课堂上进行限时

的习作训练，也是提前让学生适应以后考试的模式，改变写作文

时要思考许久的习惯。

（三）课后练习

现在大部分的语文练习都是以字词为主，再加上一篇简短的

阅读，很少出现习作的训练题，表明在小学时期，写作训练并不

是重点。

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小学只单纯的学习字词，不在于写

作能力的训练，到初中后写作文的能力更不上，甚至在语文考试

中连试卷都写不完。

在北京卷的高考试卷中是有两篇作文的，大作文加小作文，

作文分数在整张试卷的占比非常高，由此可见写作能力是需要着

重培养的。在课后布置习作训练是十分有必要的，课堂训练的时

间少，重点又在字词上。

练习的目的是提高对知识的熟练程度，同样习作的目的也是

为了让学生在面对作文考核时，可以根据所学的知识进行快速反

应。因小学生年龄的特殊性，教师可以每一星期布置一篇文章进

行训练，让学生保持对写作的感觉。

三、巧借教材，提升学生修改能力

（一）通过教材，灌输修改意识

教材所提供的课文都是优秀作品并且对于小学阶段学生具有

教育意义，教师不可能会修改课文去教授孩子修改习作的技巧。

但是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对课文进行分析，在采用换字或者换词的

方式让学生考虑文章是否需要进行修改。

例如，部编版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景阳冈中，在武松打虎的

片段中采取一系列的动词。教师应该采用换动词的方法，让学生

考虑是否进行修改。

其实修改文章不是说一定是作家做的事情，只要写下一篇文

章就要进行不断的修改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也许在考试期间，

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修改，但是若是平时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写作

水平就会进步。让学生知道一篇好的文章不是下笔就可以写成的，

还需要进行多次的修改，要重视修改习作能力的重要性。

（二）教师修改习作

教师修改习作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教师的修改大部分都停留

在批改阶段。只会为学生留下一个分数，没有具体的修改建议。

教师还会把优秀的作文拿到课堂上进行阅读，并指出一些普遍存

在的问题。这种方法可以节约时间，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并不知道

自己作文存在的问题。

作文指导应该要采用一对一的方式，才能真的有提高。在教

授写作技巧时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讲解，但在批改作文时应该直接

指出学生的问题，让学生明白自身的不足。因为是小学阶段的教育，

教师应该以鼓励式教育为主，也可以提升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

在校外许多作文补习班中就采用一对一的作文指导方式，因

为小学生的能力较弱需要教师的指导，而教师在此阶段更加要发

挥作用，对学生的作文提供指导意见。

（三）教授修改，实行修改

原本让小学生在小学阶段能够学会写作，具有一定的逻辑性

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但是在现时期的教育中，仅仅会写是不够的，

写出来的文章不一定好，但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文章一定比初稿好。

教师在进行写作版块的授课时，不只是要将写作的方法教给

学生，也要将修改的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对自己的习作进行修改。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一定要写初稿，然后摘抄到作文本上。也可以

在课堂上讲作文本发给学生，让学生间互相进行“批改”。在网

上寻找一些问题作文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修改。

还可以组建作文讨论小组，将组内一位学生的作文作为修改

对象，由组长朗读，组内成员相互讨论，共同提出修改意见。通

过多种方式让学生明白修改作文的重要性，让学生从多个方位多

个角度提升作文修改能力，提高语文综合素质和写文章的质量。

四、结语

语文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学科，小学写作也是整个语文学习的

基础。部编版语文教材的使用，是站在以往各种语文教材的肩膀上，

提升了原版的高度。部编版教材在努力构造适合小学的语文核心

素养体系，也加入许多传统文化的因素，提高小学生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部编版语文教材对于小学生写作能力的要求提高，教师

再加入一些写作修改方法，对于小学生来说，提高写作能力和修

改习作的能力将不再是难点。语文教师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指导

学生掌握修改作文的方法，在每一次修改作文中收获喜悦。让学

生自觉养成修改作文的习惯，全面提高语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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