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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慢慢爱上习作 
许翠文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松侨小学） 

摘要：兴趣是学生习作成功的法宝，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让学生乐于表达，才能让学生慢慢爱上习作。而

生活是习作的源泉，让学生在生活中体验人间真情，感受自然奇趣，丰富个人情感，积累习作素材，习作时才能有话可说，，有事

可写，有景可描，有情可抒，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有声有色，读起来才会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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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任教 20 多年，深感习作教学之艰难，尤其是现在城中

村的孩子，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又远离土地，甚至不知道到庄稼什么

时候收种，更不理解农民耕种的辛苦，又没有城市孩子的见识，所

以要提取生活中的素材很难，总是在习作时无话可说，无事可写。

在教学工作中我不断摸索，适合农村孩子的一套习作教学方法，使

他们在习作时有话可说，有事可写。 

一、激发兴趣，乐于表达。 

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是首要任务，也是作文教学成功的法宝。 

1.阅读教学与写作要紧密结合。在低年级的阅读教学中，让学

生看课文插图说话，然后与课文对应段落比较，看看自己想的和课

文内 容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自己的内容更具有想象力，及时表

扬学生的个性化体验，增加学生习作的自信。然后趁热打铁，找一

些学生感兴趣的图片让他们按一定的顺序看图说话，或是拿自己的

旅游照片或自己珍视的家庭照片说一说，这样既培养学生的观察

力，口语表达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习作能力。 

2.从学生感兴趣的童话故事入手，培养习作兴趣。在统编版的

课文中增加了不少的童话故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牛肚子

里旅行》《那一定会很好》《总也倒不了的老屋》等，在学生学习了

童话故事，了解了童话故事特点的基础上，让学生续写童话故事，

如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续写中，不仅看到了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也看到了孩子们的善良，友爱。然后给孩子提供一些有关联的名词，

如太阳、小花，雨伞，小兔等词语让学生用上这些词语，通过丰富

的想象编写童话。学生不仅兴趣浓厚，而且编写的故事想象奇妙，

故事合理有趣，最后放手让学生自己编写童话故事。编写童话故事

成了他们最感兴趣、最拿手的习作。 

3 带着学生观察生活，让学生有话可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老

先生曾说过:“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源头盛而文不竭。”因此，作为

语文教师要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了解社会，了解生活，了解国家

大事，引导学生做生活中的有心人，使他们感受生活的充实。如写

《春天来了》一文时，学生一般都会运用各种优美词语来堆砌，如

春暖花开，花红柳绿、百花齐放等，但是北方的春天来的确实比较

晚，于是我带领孩子去操场上找春天，孩子们发现柳树刚刚有一点

嫩芽，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而草地也不是绿油油的，我告诉孩

子们要用自己的眼睛去找春天，用手去触摸春天。于是孩子们扒开

枯草发现了刚刚探出头来看世界的小草，他们兴奋的不得了，像发

现了什么宝贝似的。这是我让孩子们把自己找春天的所见、所闻、

所感用心写下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二、通过课外活动，让学生爱上习作。 

课外活动是作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课外活动的内容是丰富

多采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开展课外活动，

如和孩子们一起在操场上做游戏，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六一

活动，新年活动，清明祭扫活动等。还可以利用节假日让家长带领

孩子去郊游，或参加社会实践、公益活动，假期去旅游等。但是活

动前教师一定要有目的地进行引导，让学生明白这次活动是带着任

务的，要明白活动的目的，关注活动中同学的表现，自己的想法，

不是盲目的来玩的，看热闹的。就一句话让孩子的课外生活丰富起

来，积累了写作素材，何愁学生不会写作呢？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提高写作能力。 

常言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阅读是学生获得范文的重

要途径。教师要不断鼓励，并指导学生阅读，为他们创造读书的机

会。每次从一年级接班开始，我都会让家长委员会的家长组织班里

的家长集资为孩子们购买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图书。从绘本故事《猜

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到《小猪唏哩呼噜》，到中国

四大名著等 200 多本图书。孩子们有时间便沉浸在书的海洋。每周

我还会准时从学校图书馆借书给孩子们看，并定时开展读书交流

会，读书笔记交流会，让孩子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读写结合，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习作能力。 

四、开展有效地开展作文修改和教师讲评。 

完成习作后,让出声地朗读几遍,让自己的耳朵当“老师”。说来

奇怪,只要一朗读,什么地方丢字落字,什么地方不通顺,什么地方语

法有错误,都能听出来.然后有针对性的仔细查找问题,进行修改；然

后同学之间互相修改。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自己写

的作文,自己总认为这样写顺理成章，但有时别人确实又弄不明白，

你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认为用词不当，或者内容表达不够准确等问

题，这时就需要互相沟通来解决习作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的习作讲评对学生的习作提高和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意

义重大。教师要用欣赏的眼光，科学的评价学生的习作。让学生成

为评价的主体，教师起到引导的作用，对于优秀的习作，让本人上

讲台放声朗读，其他同学认真倾听，听完后，发表自己的见解，说

说他的这篇文章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有哪些，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意

见，提出这篇文章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对于写的比较差的，又是部

分学生存在共性问题的习作，教师读，让学生指出这篇文章存在的

问题，并说说应该如何改进。还可以给予一些鼓励，说说这篇文章

的闪光点。这样既让文章写的好的同学增强了自信，激发了习作的

兴趣，也让其他学生学到了好的表达方法。让写的差的同学也知道

自己存在的问题，并知道如何修改自己的习作。另外我这么多年还

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习作优秀的孩子把他的文章誊写在

稿子上，放在教室后面的图书角里，同学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去欣

赏和学习别人的优秀习作，从而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效果。 

总之，习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教师和学

生一起坚持自己的童心，用智慧的双眼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做一个

热爱生活的有心人，从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增强自信，慢慢爱上

习作。 

参考文献： 

[1]袁菲：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以课外活动为依托,

让农村孩子爱上习作（2017 年）《新课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