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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小学作文学困生的写作心理及对策 
李双莲 

（甘肃省临夏市甘光小学  甘肃临夏  731100）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是一项备受学生抵触的内容，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合理，对学生写作兴

趣培养不到位等因素导致。久而久之，则会造成作文学困生的出现，如果缺少教师有效干预和指导，学生将逐步放弃作文，不利于

学生后续深入学习。尤其是对于一些农村学生而言，此类问题尤为严峻，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的教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有所欠

缺，教师对于学困生的写作方面更是分身乏术，致使学困生问题愈加严重。本文主要就农村小学作文学困生的写作心理进行分析，

在了解其根本原因基础上，方可提出有效措施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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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是教师了解学生情感变化，深层次情

感沟通的重要媒介，对于学生情感反馈和展现有着积极作用。加强

作文教学，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促使学生

可以将自身的积累灵活运用到作文中。但实际上，很多农村小学对

于作文教学重视程度不高，促使了很多学困生的出现，在写作时存

在主题模糊不清，题材陈旧，用词不当和缺乏真情实感等问题。对

此，语文教师需要依托于新课程理念，从学困生的写作心理进行剖

析，探究如何选择合理措施来加强学困生作文辅导，改进教学方式，

重新焕发学困生的写作兴趣，潜移默化中促使学困生写作水平有效

提升。 

一、作文学困生的写作心理 

结合实践教学经验可以了解到，作文学困生的出现，多数情况

下并非是学生写作能力不行，而是在写作心理方面存在问题，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抗、焦虑和恐惧的心理 

在目前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焦虑是学困生群体中的典型

心理问题，表现在日常写作文时出现心慌、恐惧和面色苍白，甚至

会汗流浃背，整个人精神状态十分差[1]。为什么会出现此类问题，

首要原因是由于学生自身的社会阅历不足，知识储备不够丰富，在

写作文时常常出现无话可说、无从下手的情况。部分语文教师在作

文指导中，所选择的方法十分简单，或是根本算不上作文指导，直

接布置一个题目要求学生写作文，此种情况下致使很多小学生不知

道如何切入。受限于教师、家长以及其他同学监督影响，对写作文

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听从安排写作文。基于上述几种因素，致使

学困生在写作文时存在很大的心理问题，拒绝写作，或是为了完成

任务，应付式的抄袭例文、其他同学作文交上去。部分学困生的诞

生，是由于经常性的被教师所批评，从内心深处对语文教师存在畏

惧和抵触情绪，甚至十分讨厌语文老师，只要是语文老师来上课，

就在课堂上开小差、不认真听讲，对于教师在作为方面的指导充耳

不闻。长此以往，则会陷入到恶性循环，制约学生后续深层次的学

习[2]。 

（二）应付和懒惰心理 

农村的学困生在学习中，经常性的出现兴趣淡薄、懒于思考和

自信心不足等心理问题[3]。从实践中了解到，多数学困生认为作文

比较难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一是日常生活中对于周边事物漠不

关心，缺少观察和发现美的眼睛。二是储备不足，即便有很多值得

写的事或人，但由于自身写作水平无法将其融入到作文中，而且缺

少教师及时有效的指导，久而久之将逐步丧失写作兴趣，应付式的

完成作文任务。三是缺少个人发展目标，对于所学的知识兴趣不高，

抵触情绪严重，自然无法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作文中。四是

部分学困生由于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缺少良性的生长环

境，导致学生一些作文就求助家长，很多学生家长有求必应，几乎

每篇作文都是家长写的，这种情况下造成孩子自己不会组织语言，

滋生惰性。 

（三）自我封闭的心理 

很多学困生对于自身学习能力缺乏正确认知，盲目的认为自身

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却得不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肯定，内心十分苦

恼和焦虑。而且在看到其他同学成绩远超自己时，自己努力却也无

法赶上，更是加剧了挫败感，丧失写作信心，随着时间推移，滋生

封闭心理[4]。部分学困生思想认知方面有所偏颇，受限于小学生自

身现有心理水平，难以对相关思想道德抽象认知感受，在作文中经

常性的表现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思想认知。部分学生学习目的

不够明确，对于作文而言缺乏足够的热情，认为好坏无所谓，甚至

错误的认为作文是为了满足教师需要才写，如果教师提出了修改意

见，或是需要重写，则是教师对自己有看法，故意为难自己，这种

偏激的心理，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纠正，将会导致作文学习热情

进一步削减，甚至影响到语文学科整体学习热情。 

二、农村小学作文学困生突破写作心理障碍的对策 

（一）把握小学生心理特点，保护学困生自尊 

很多学困生尽管写作兴趣不高，但却拥有极其广阔和丰富的内

心世界，有着其他学生不具备的精力，甚至了解很多优等生所不了

解的道理，更多的是自己不愿意去表达或是不善于表达。所以，小

学语文教师应该善于多角度挖掘学生优势特长，关心和尊重学生，

多站在学生角度去考虑。学困生内心较为敏感，在写作文时担心写

的不好遭到其他同学嘲笑，因此存在抵触情绪[5]。对此，教师要多

鼓励学困生，观察学生心理变化，维护学生自尊心，尤其是在批阅

作文时避免大面积全改或是批注，否则可能带给学生强烈视觉冲

击，为后续的写作带来阴霾，自尊心受损。教师在批改学困生作文

时，要多鼓励和肯定，在言语上避免讽刺、挖苦等评语，给出更加

中肯、温和的评语。在作文批阅中，要多寻找学生闪光点，对于跑

题作文也要多角度来挖掘闪光点，予以鼓励，赋予学困生继续努力

的动力。如，评语方面可以写“尽管选题还有待修改，但整篇文章

情感充沛，如果可以在选题方面在打磨下，文章也就更完美了，下

次要努力哦！”基于此种方式，不仅委婉的指出了文章的欠缺，还

给出肯定态度，对学困生的写作予以鼓励，极大的维护了学困生自

尊心[6]。久而久之，有助于减少学困生的抵触情绪，重新焕发写作

热情。 

（二）焕发情感，诱发写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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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困生学习中普遍存在依赖性和惰性，但可能在其他学科

学习中表现出敏捷的思维，或是具有很强的组织力。所以，教师要

结合不同学困生的性格特点和优势特长，因材施教，加强引导，组

织多样化的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在活动中丰富情感体

验，积累写作材料[7]。语文教师应适当的带给学困生更多的关注和

指导，积极转变学困生作文不良心态。通过挖掘学困生写作闪光点，

摘录优美词语和句子，针对性鼓励和肯定，增强学困生的成功体验，

感受写作的乐趣。所以，在发现学困生写出一篇好文章时，要积极

鼓励和肯定，帮助学生归纳总结成功窍门，并提供一定量的作文材

料，促使学生可以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举一反三。对于学困生作

文评分，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即便作文中只有一个亮点，也可以

打高分。通过此种方式，帮助学生深层次感受其中的努力成功，最

大程度上焕发学生学习自信心和热情。 

（三）推行指导方法多样化，消除学生畏难心理 

其一，写日记。小学作文学困生，在写作时应充分发挥教师指

导作用，不强制性要求学生写整篇文章，可以按照每日五句话，逐

步增加数量，丰富积累。不拘泥于某种形式，鼓励学生日常多积累，

丰富素材储备，为后续写整篇作文奠定基础。教师要鼓励学生勇敢

的表达自我观点和看法，循序渐进，在不高的要求下来逐步提升学

生写作水平。由于脱离了作文整体框架限制，可以有效减少学生的

抵触情绪，挖掘创造潜能，锻炼写作能力，妙笔生花，将更加生动

形象的画面呈现出来，潜移默化中逐渐收获写作的快乐，获得丰富

情感体验[8]。 

其二，写随笔。学困生的作文成绩不理想，一个关键性因素是

由于自身的阅读储备不丰富，没有素材可以提供支撑。所以，教师

可以重点培养学生写随笔的良好习惯，为其准备好作文选集，其中

的内容容易理解、感悟和借鉴，字数大概 800 到 1000 字最佳。将

优美语句通过随笔的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通过仿写的方式来锻炼

语言表达能力，在实践中逐渐掌握更适合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其三，仿写作文。农村学困生写作中抵触情绪较高，抄作文的

现象较为常见，语文教师应该认识到，与其完全禁止，反而不如疏

通引导，引导学生掌握“抄”作文的技巧，在“抄”作文过程中来

掌握其中的写作技巧，丰富积累[9]。可以准备抄写本，结合命题摘

抄，文体不限、长短不限，基于此种方式来丰富学生的阅读储备，

也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眼光，学会鉴赏优美文章，并且在无形中消

除学生对作文的抵触情绪，正确看待作文。学生抄写的文章，应该

配上 100 字的抄写理由，不需要过多的观点，但要充分结合抄写作

文实际内容来细致阐述。鼓励学生对抄写文章挑毛病，勇敢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提升作文理解水平。 

（四）选择合适切入点，帮助学生突破封闭心理 

其一，选择合适的命题，选择突破点。在作文教学中，应该注

重对实际生活的情感思想融合应用，丰富作文内涵。在实际生活中，

经常有某一刻打动学困生的内心，牵动情感，而这些动情点可以是

人，也可以是物、事。所以，教师在命题时要有着独特的眼光，善

于挖掘和捕捉学生的动情点，鼓励学困生在作文中抒发情感思想[10]。

如，在即将毕业的阶段，可以让学生围绕《给全班同学的毕业寄语》

和《致老师》命题来写作，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命

题，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写出情感充沛的作文。 

其二，聚焦敏感点。作文要聚焦敏感点，是选择能够引起人们

关注和反应的事物，可以是是时事焦点、社会热点，或是人生拐点，

在激发学困生的兴趣后，才可以在作文中由内容可写。所以，可以

收集社会热门话题，依次为命题写作，如，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日

本钓鱼岛问题等，并且介绍事件的发生背景、过程和影响，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尊重学生主体地位，鼓励学生

勇敢的表达观点和看法，在出现意见相悖情况下可以搜集资料来维

护自身的观点，并将其写出来，有理有据。通过前期讨论分析，奠

定作文基础，在提升作文质量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其三，作文留白。作为留白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技巧，可以在作

文教学中选择开放性话题，学生可以依据自身认知和阅历来自由发

挥，在作文中留白，为读者提供更多想象的空间。如，《我想要的

双休日》、《未来，我想要……》、《我心目中的假期》等题目，为学

生提供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在留白中放飞思想，自由驰骋。 

（五）提供展示平台 

教师在选择合适评语技巧同时，也要注重创建展示平台，为学

困生展现自我提供支持。展示平台可以划分为 A、B、C 几个等级，

促使各等级学生均可以有展示作文的机会。每周开辟范文专班，专

门刊登学困生推荐文章，并给出推荐理由，逐步提升学生的作文鉴

赏水平。通过此种方式，适当的予以肯定和鼓励，可以有效改善学

困生应付作文的心理，转变学习态度，以更加饱满的态度投入到学

习中。 

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小学作文教学中，为了帮助学困生转变学习困

境，需要语文教师在掌握学困生写作心理基础上，因材施教，有的

放矢，提供更加有效的引导和支持，帮助学生转变作文的错误态度，

从实际出发，引导学困生热爱生活、热爱写作，享受写作文的乐趣，

最终实现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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