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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培养小学生写作兴趣
唐政敏

 （贵州省罗甸县木引镇木引小学　贵州　罗甸　550104）

【摘  要】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教学领域的面貌也日新月异。新课程理念逐渐深入各学科教学中，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小学学习阶段语文学科是必不可少的，语文学科中作文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培养学生综合思考能力、归纳能力的体现。

目前，小学生对语文教育教学中的写作，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他们对事物等归纳得不完整，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教师引导和启发。

通过应用多种教学手段，排除相关问题，便能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有利于提升课堂效率。教师要结合新课改的要求，进一步探

索写作教学的有效方法，以此来促进小学生作文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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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是写作是应用课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小学语文新课

程标准也明确指出：要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培养学生乐于
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动笔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教师在写
作教育教学中，应放开学生思维，减少对学生的束缚，激发学
生展开想象和幻想，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热爱生活，表达真情
实感，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1 培养学生写作兴趣和能力的重要性
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对写作能力的培

养不到位，没有正确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便会导致整体教学
效果受到负面影响。因此，语文课堂需要针对性培养学生对于
作文的写作兴趣，使其能得到写作应用训练效果，降低词汇应
用的难度，实现教学目标。由于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弱，
因此教师需要对学生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写作的引导。让学
生能够在写作的过程中，实现能力培养效果。对写作的培养，
离不开阅读训练的落实。教师需要认识到写作兴趣和能力锻炼
的重要性，在课堂中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训练，让学生能
够从书中积累相关词汇，并应用在写作的过程中实现良好的教
学目标。教科书属于优秀的阅读教材，教师可以适当结合教材
内容，对学生进行阅读培训，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进一步提
升写作技巧。

2 培养学生写作兴趣和能力的策略途径
2.1 加强阅读积累
小学语文课程在进行学生写作兴趣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

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学生的阅读积累量，实现作文应用
技巧的提升。提高写作能力和技巧的唯一途径便是增加相关写
作素材的积累，并将这些内容以合理的形式应用到作文中。因此，
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时间内，为学生开辟阅读的空间和时间，
使他们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激发写作兴趣，提高写作应用能力。阅
读量属于长时间积累才能得到丰富的储备技能，因此教师需要避
免急功近利的心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课堂内部渗透阅读
过程，实现良好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学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秋
天的雨》这一节内容时，要求学生深入阅读课文内容，对文中风
景的描写进行分析。并利用分析的过程时间，感受文中的场景氛
围，提高对文章的中心思想理解程度。在完成阅读后，教师可以
为学生布置小型写作作业，要求学生仿照文中的风景描写手法，
进行周边环境的阐述。通过这种阅读后练习的方式，提高学生的
文学储备量，达到激发写作兴趣，增强写作能力的效果。

2.2 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
想象能力是进行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鸟儿有了翅膀才能

自由飞翔，作文有了想象才更生动形象。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想象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
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小学生的想象具有形象性和直接性的特点，
所想象的内容通常以直观的材料为依托，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小学
生的认知特点，采取不同方法，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想象能力
的训练。教师可以借助实物、图片，让学生针对具体的事物展开
想象；教师还可以结合课文进行想象能力的训练，例如可以依托
课本，通过续写、补写、扩写等写作训练，还可以设计专门的想
象作文训练，如科学幻想作文和童话作文等，培养学生的写作兴
趣，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在小学作文中，想象不是凭空产生的，
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要展开想象，就要勤于实践，积累
大量的感性材料，在充分领悟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

2.3 积极鼓励，调动快乐情绪
评语是激发学生写作热情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段好的评语

能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用，使学生受到莫大的鼓舞，从而更加积
极地投入到写作中去。教师对学生的评语要以鼓励为主，多指
出学生习作中的优点，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对于学生作
文的不足之处要委婉地加以指出，并且放大其闪光点，鼓励学
生的进步，使学生克服写作的恐惧感和挫败感，乐于写作，爱
上写作。此外，教师还要关注学生通过作文表现出来的情感世
界和心灵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评语不一定是对学生习作
本身的冷峻评价，而是对学生内心情感的理解，只有与学生心
意相通的评语才能引发师生情感的共鸣，才能拨动学生的心弦，
当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作文所要表达的情感能够被人理解时，才
体会到作文的价值，体会到写作的乐趣。

2.4 运用思维导图工具，拓展写作思路
大部分学生在写作文时往往会出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的情况，他们难以形成具体的、强烈的谋篇布局的意识与能力。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加强对思维导图这项工具的运用，鼓励
学生通过“画图”的形式将自己的关键词和大致思路列出来，
使他们清晰地掌握作文的大致脉络和框架，有效降低他们接下
来写作文的难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思维导图工具来
呈现出自己构思的过程和作文的脉络，以此来拓展他们的写作
思路，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教师在运用思维导图过程中，
可以先为学生提供一个主题，并且要把绘制思维导图的主动权
交给学生，让学生围绕主题来构思思维导图的详细框架，无形
之中明确了写作思路，让之后的写作更加流畅、有规律、有技巧，
提升学生的写作质量。

2.5 加强阅读积累
小学语文课程在进行学生写作兴趣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

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学生的阅读积累量，实现作文应用
技巧的提升。提高写作能力和技巧的唯一途径便是增加相关写
作素材的积累，并将这些内容以合理的形式应用到作文中。因此，
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时间内，为学生开辟阅读的空间和时间，
使他们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激发写作兴趣，提高写作应用能力。
阅读量属于长时间积累才能得到丰富的储备技能，因此教师需
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课堂内部渗
透阅读过程，实现良好的教学目标。

结束语
教师必须摆脱以往的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生活经验的调

动、作文能力的锻炼，让学生在掌握优秀语言知识的同时获得
语文学习的综合技能。笔者立足于自身的实践，提出了以下几
点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有效策略，希望可以为其他教师带来相
应的借鉴和参考。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阶段进行学生的写作
兴趣培养和应用能力锻炼时，教师应当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
提高培养的质量，增强授课效率，为学生以后的进一步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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