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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方法，树立小学生书写自信
陈　丽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128）

摘要：许多小学生有“橡皮依赖症”。作业的反复擦改，既影响速度，也破坏了整洁。本文试图就这一现象的表现和深层原因的探究，

说明这一症候可能带来的危害，并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用创新的方法纠正学生不良的书写习惯，寻找合理的矫正方法，

帮助学生找回书写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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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刚开学一周，班里有位妈妈着急地向我求助：她告知

我，孩子写作业磨磨蹭蹭，每天晚上都要到十点多。写一笔擦一擦，

光是练写四个基本笔画，都要花上两个小时。她怀疑自己孩子的

智力不如别人，初入小学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事实上，这位妈妈的担忧，也是很多家长的烦恼。有专家认

为，这种现象是现代小学生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新型“时髦病”——

“橡皮依赖症”。说它是“症”，也许有点危言耸听，因为这毕

竟不同于我们一般理解的“疾病”。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

这多少属于儿童学习阶段的一种障碍，值得我们对其引起足够的

重视。学习心理学是没有被正式命名的一个研究盲区，我们认为，

它应该属于教育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从学习者的行为习惯中去了

解背后隐藏的心理现象，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

一年级的孩子，刚刚学习写字，指神经发育还不够健全，对

文字的形体结构也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许多笔画的书写方

法、许多文字的大小、笔画数的多少给他们造成的书写影响是很

大的，而儿童自身初步具备的审美意识——整齐、端正、均匀等，

让他们对自己的实际书写产生怀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不满

和不甘，儿童一样也会存在。所以，孩子在书写时经常擦改，其

实是缺乏书写自信的表现。

作为一线语文教师，要在教学中针对学生情况不断调整和创

新书写指导方法，才能有效地树立学生的书写自信，从而养成终

身受益的书写好习惯。

一、寻找突破口

如果孩子在完成作业时粗心大意，经常写错别字，很有可能

是“橡皮依赖症”导致的书写坏习惯，连平时做事也会不专心。

这样的情况出现，一时间很难纠正。你会发现，即使不断提醒，

孩子仍会多次使用橡皮，写字过程中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马

上擦掉重写。作业本不整洁，写作业速度特别慢，久而久之，便

养成了顽固的坏习惯。

（一）低年级，擦擦擦！

在新接手的一年级学生中，有一个男孩很伶俐，上课时思维

活跃，回答问题非常积极。但他写作业时就非常粗心，会把“手”

写成“毛”，拼音“b”写成“p”，甚至有时连数字“9” 也会

写成“6”。他喜欢不停地用橡皮擦，加上他落笔重，擦两次，作

业本就被擦破了。每天作业做完，他的课桌上都有一大堆橡皮屑。

我留心观察过他，他写字时太心急，一笔竖写下去歪斜了，他马

上拿起擦皮擦，擦完重写，由于本子上已经有了深深的印记，他

再一写，还是歪斜的。就这样，擦了改，改了擦，反而没把字写好，

作业本却脏了破了。初学写字，就养成了不良的书写习惯。

在长期写不好字的心理压力下，孩子很难有信心坚持认真的

书写态度，所以及时发现孩子依赖橡皮的坏习惯，有针对性地予

以纠正和鼓励，让孩子在低年级奠定良好的书写基础。

（二）中高年级，涂涂涂！

刚送走的上一届毕业班，是在五年级下学期接班的。据代课

教师描述，这个班级的孩子做作业不自觉，异常拖拉。在做好一

番心理准备后，我详细谋划了“对付”这帮“懒孩子”的策略。

第一次抄写词语的语文课堂作业，每一个孩子都在我规定的时间

完成，马上收齐，一本都不少。可是，在批改时，我却皱起了眉

头，24 个词语，有十多处用修正带涂改的痕迹，批改完全班的作

业居然只有少数几个孩子的字迹是工整的。无法理解高年级的孩

子在完成最简单低级的抄写词语时还要错这么多，我不再淡定，

接下来他们在课堂上写作业我就在教室巡视，发现有些孩子同一

个词语抄第二遍时就会写错，看一个抄写一个也会多一笔少一画。

看来他们的不良书写习惯已经形成很久，而且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涂改液”和“修正带”只是代替了低年级时的橡皮，而问题的

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写作业马虎。

到了中高年级面临升学考试，一方面因为孩子学业负担重，

学习压力大，怕出错。另一方面由于父母期望过高，内心的焦虑

转移给孩子。心理学专家认为“橡皮依赖症”是学习习惯不良的

表现，不能算是一种病。如果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恰当的训练，学

生依恋橡皮的坏习惯是可以逐渐得到纠正的。

二、尝试新冒险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书写指导是重点与基础，写字练字

的过程不仅能够深化学生的识字成果，还能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针对在小学生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所在，教师应对症下药，尽可能

地提高写字教学成果。

（一）针对低年级的“擦、擦、擦”

1. 禁用橡皮，坚持强制执行。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咱们天

天为了实际需要而写字，其实天天在练字。”每天完成各科作业

就是练字的好机会，并且需要跟学生定下“苛刻”的规则：在写

字过程中不允许用橡皮。使用橡皮分两种原因：一种是写完后，

追求完美的学生自己觉得不满意就擦；另一种原因是写字不用心，

写写擦擦，擦了改，改了擦，反而越写越差，既影响书写速度，

又影响作业整洁。所以在练字时不停使用橡皮就破坏了练字的节

奏，还容易养成马虎急躁的坏习惯。一年级刚开始学写笔画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书写时不准用橡皮擦，只有上交后

教师批出错误了才允许擦改。我要了解每一个孩子完成作业的情

况，知道他们的出错点在哪里，及时给予更加到位的指导。孩子

们“小心翼翼”，认真仔细地完成每一次作业。不管是课堂作业

还是课外练习，不管完成哪一门学科的作业，只要提起笔来写字，

就应该摆好正确的姿势，严格遵循要求。

2. 课堂灵动，增添趣味指导。根据儿童的特点，力求把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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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上得生动形象，让学生易记易理解。如：在教学生写竖弯

勾时，就形象地将它比作天鹅颈，避免了学生生硬地将弯写成折

角状，弯处自然写成了柔和的弧状。低年级教师在进行基本笔画

书写指导时，会这样教学生一些书写顺口溜：点如水滴，由轻到重；

横似扁担，两头稍顿；捺如大刀，一波三折……让学生感觉到写

字不再枯燥。那么，如果将“横”比作宽又直的马路，铅笔就是

在上面滑行的汽车，教学生把小汽车开过来又开过去，起步时稍

慢顿一顿，然后开得很平稳，开到目的地掉头停好车。这样形象

的直观画面教学，是不是更像一边讲故事一边学写字呢？基本笔

画经过这样的思维“加工”，运笔方法就鲜活地印在学生的脑子里。

生动可感的教学能激起学生写字的热情，让学生乐于去尝试和练

习。

3. 竞赛评比，加强持久耐力。保护好学生写规范字的积极性，

最好的途径就是要进行阶段性的成果展示。利用二年级整班铅笔

字比赛的契机，激发学生的写字乐趣，在针对性的有效指导下，

让孩子初步掌握书写方法，发挥出最大的进步空间。当然，在平

时的语文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尽量给每一位学生提供展示的机会。

利用书法课，定期开展班级书法大赛，评出奖项，并向获奖学生

的家长发送“喜报”。儿童好胜心强，成功的喜悦往往能促使他

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写字技能。另外，每周制作“写字技能评价表”，

评出班级的“小小书法家”，继而每月评出班级优秀作品在书法

角中展示。只要不断更新成果，那么学生所写的规范字就能达到

一定的水准。

（二）针对中高年级的“涂、涂、涂”

1. 允许一点失误，严厉与宽容并立。中高年级的孩子可塑性

依然很强，所以，面对高年级孩子作业本上随意的涂改，我当即

下令孩子们准备一本练写本，用钢笔抄写词语和句子，不准使用

修正带、修正液，包括沙橡皮，如果发现有人偷偷用，只要看到

痕迹就重写。孩子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硬性规定，一个个惊愕地

张大了嘴，却又觉得很新奇，每个人都勇敢地尝试了起来。但毕

竟涂涂改改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我放宽了要求，允许他们

有一点点失误，每次作业最多可以有三次修改权，超过三次修改

痕迹，就要主动在练写本上重新抄写。虽然我对他们有了宽容，

但每一个孩子都不再马虎也不再拖拉。后来就成了我们班级不成

文的规定，只要用钢笔写语文作业时，所有涂改工具都要藏好，

并且会集中十二分的注意力来完成作业。

2. 渗透方法指导，策略与成效并济。

高年级学生已有较强的认知能力，要提升学生书写水平，就

要引导学生反复比较和推敲。教师利用多媒体，出示结构相同的字，

在比较中找到书写规律。如：“右”和“左”两个非常简单结构

又基本相似的字，其实仔细观察，这两个字的“一”长短是不一

样的。利用课件演示，互相调换“横”的位置，学生一下子明白了，

在脑海中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分析字形时，教师还可以借助辅助线， 

一个字的最高处和最低处在什么位置，最宽处是哪笔等，教师可

用彩色粉笔做一些辅助线，来帮助学生对一个字整体位置的把握。

高年级学生已经有了些许写字基础，所以只有教学生找准关键性

的笔画，才能让字的重心平稳，结构舒展。学生不需要每一笔都

去分析，只要把其中的一两笔定好位，整个字就漂亮了。

3. 走近名人轶事，习惯与兴趣共存。为了努力维护高年级学

生良好的书写习惯，可以带领学生阅读书法家的奇闻趣事。我国

书法文化灿烂辉煌，名家辈出，其中不乏从小勤学苦练，坚持不

懈的伟大书法家。王献之依缸学写字，写完十八缸水的往事，张

芝坚持练字，池水尽墨的美事，王羲之“馍馍蘸墨汁，还言味道美”

的趣事，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感染和启发学生，并鼓励学生去

临摹书法家的字帖。组织学生一起探究古人的造字方法，真正了

解汉字中积淀的中华文化的睿智与精髓，从而发自内心地热爱汉

字。

三、实效显雏形

教育工作者詹文玲著有《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她曾经任职

校长时，对全校学生提出过一律不准用橡皮的要求。因为这个强

制性要求，孩子们写作业非常专心，错误率大大下降，逐渐养成

了认真细致的学习习惯。孩子的书写自信，应该是在长期的成功

体验后慢慢树立起来的，只有让孩子不断收获成效，他们才有坚

持的动力。

（一）脱敏式“禁用”

专家们指出，对暂时出现“橡皮依赖症”的孩子，不要用批

评来纠正，不应过多指责，而要用平和的心态和孩子商定尽量不

用或者少用橡皮，以奖励的手段进行强化训练。在规定时间内迅

速准确地写好字，并保持作业本清洁，就要给予相应的奖励。特

殊的奖励方式也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比如：作业得了五颗星，

下一次作业就可免抄一遍；连续三次作业五颗星，就可以换取免

写权利。采用鼓励奖赏的方法进行简单的“脱敏训练”，在不断

的尝试和坚持中效果显著。“禁用橡皮”的强制性规定促使学生

养成“提笔即练字”的好习惯，我们班孩子的作业整洁干净，字

迹工整美观，完成作业的效率很高，出错较少，在二年级整班铅

笔字大赛中，我们班脱颖而出，代表学校继续参加区里、市里的

书写比赛。

（二）自赏式“自信”

有个寓言故事说，山鸡总是对自己的形象缺乏自信，一次在

溪水倒影中看到了自己，发现自己有值得骄傲的羽毛，于是经常

寻找水流自照，自我欣赏，从此心情大好。要改变儿童的橡皮依

赖症，山鸡照水也许是个不错的借鉴。

虽说良好的书写习惯，应该从起步开始培养，但当你发现中

高年级的孩子有不良书写习惯时，及时纠正也不算晚。《语文课

程标准》中小学高年段的写字目标是：“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

力求美观，有一定速度。”这就要求中高年级的孩子需具备一定

的书写水平，在平时的作业中能做到书写工整，特别是在考试中

能够保持整洁美观的卷面。高年级的孩子面临激烈的毕业考试竞

争，端正的字体能让人眼前一亮，好感倍增。就语文学科而言，

工整清晰的字迹能在考试中增加印象分，如语文阅读题和写作题，

阅卷教师们一致认为，一手好字带来的卷面分影响非常大。当我

们班的孩子写出一手赏心悦目的好字，在各科的考试中都占据了

很大的优势，这是书写能力渐渐形成后带来的强大效应。

在这场写字教学指导的全新尝试和大胆变革中，我体会到虽

然写字本身是一项枯燥乏味的重复劳动，但只要不断钻研、改进

和创新，将一些常规细节和有效方法在教学中渗透，一定能激发

孩子们的兴趣启发悟性，从而增强书写自信，提高书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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