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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减”政策下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

的培养探析 
王云玲 

（深圳市龙岗区乐淮实验学校  518117） 

摘要：目前在我国的小学教育中，作为小学阶段基础学科之一的语文在小学生的学习发展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小学生

的语言能力的发挥上，语文的学习也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能更好地提升小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需要重点培养学生们观察生活中的

细节，从实现积累写作素材，提高写作能力。本文针对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提高小

学生的观察能力，从而提高小学生写作教学的质量，实现小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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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primary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Chinese, as one of the basic subjects in primary school,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Chinese learning is als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writ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eachers need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observe the details of 

life, accumulate writing materials, and improve their writing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observation ability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and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bservation ability,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riting teaching and achiev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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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写作能力是最能体现学

生的语言表达，听说读写，无疑是最基本的一项。写作时，文章的

开篇立意、词语转换、段落构造、修辞手法，无一不是考察了学生

表达能力和语文的综合素养。小学生的思想活泼，性格开朗，对未

知事物有很强的兴趣和好奇心。在“双减”政策之下，小学语文教

师应以集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为重点的教学目标，为以后的写作

奠定夯实基础。 

一、在小学语文写作过程中观察能力的重要性 

观察是一种知觉形态，人们利用这种知觉形态来有策略的了解

外界事物。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去认知某一事物，进一步展开

联想来发现规律。观察能力是掌握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渠道，同时

观察也具有整体性、选择性、理解性，生活越大，语文越大。作文

的材料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只要细心的观察生活，就能发现生

活里的美好，从而运用到作文中去，写出令大家认可的文章。有观

察也就有思考，也就使我们产生思考动机，这正如作文写作，若想

要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水平，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理解能力。只有他们具备了良好的观察、理解力才可以发掘出生活

中美好的事物，进而催生出他们的写作欲望，来推动写作，帮助写

作教学由被动变主动的转变。 

比如:教师在班里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如故事会、词语接龙、才艺

大比拼等等，在活动时教师要适时进行现场指导，启发学生对周围

的事物多问几个“为什么”。让学生们乐意去观察事物，从玩中得

到乐趣，从乐趣中增长见识，并且丰富、积累写作素材。 

二、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观察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提高学生们的观察兴趣 

为了更好地提高小学生的观察能力，来促进提升写作水平，首

先应该注重培养小学生的观察兴趣。让孩子们怀着兴趣去观察，让

兴趣成为老师，激发他们去积极的观察某些事物的爱好，引起好奇

心。所以，激发学生观察兴趣是语文写作教学的重要前提。对于小

学生的年龄小，心智等方面不够成熟，教师一是需要主动对学生们

引导，指引他们找到观察的方向，使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从而实现我们的教学目的。二是要了解学生心理，兴趣和爱好，全

面地认识事物。来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产生写作的欲望。在

进行小学生观察兴趣培养时，教师还可以通过多媒体等方式进行引

导，激发学生们的观察的兴趣，以达到观察效果。[1][2] 

 例如：在部编版小学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只有一个地球》

一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搜索一些关于地球的素材，通过

多媒体播放让学生对我们居住的地球进行全方位地了解，教师同样

可以搜索一些关于地球灾害的图片，让学生们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同时也了解了污染环境对地球的影响，并布置相关课后问题，

让学生们观察身边常见的环境污染行为，教师问题的引出激发了他

们观察的欲望，在课余时间留意身边的环境污染行为，并及时记录

下来，在下堂课的时候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成果。相信学生们只

有用心去观察、去体会、去感受、才能获得更有效、更深刻的观察

体验。 

 (二）细心观察、体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走在车水马龙的街

道里，停下脚步你会发现生活中的美，拥挤的闹市中，茂盛的小草

沐浴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年轻人身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活力与期待；

斑马线处，行人们有条不紊的等待红灯；高楼大厦在落日余晖中金

光闪闪。生活到处都是美，要想做出优秀的文章，就要从生活中感

受新鲜事物的变化。把发现的新鲜事物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在文

章写作时综合运用，感受生活中的变化，这样才能写出真实的文章。 

例如，教师可以布置一个让同学们“观察身边的花草树木”的

课外作业，可以观察家里的花、上学路上的树、校园的花草等等，

可以用照片或者图画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引导学生们在观察中进行联想 

为了更好地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应该在培养小学生观

察能力的同时，重点培养学生们联想能力，让学生们对观察到的事

物进行联想与拓展，添加学生们的情感共鸣。在实际的教学中，当

接触新知识时，教师可以利用相关的现象和事物进行参考和比较，

引发学生们的联想，鼓励学生们对相似的事物进行分析与总结，并

运用文字描述，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从而实现写作能力的提升。 

例如小学二年级《笋芽儿》一文讲述了竹笋长成竹子的故事，

教师在讲述这篇文章时，可以引导同学们想象一下竹笋破土而出，

向阳生长，最终长成竹子的一个过程。让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可以利用多媒体形成一个动画，以动态形式向同学们展示竹

子的生长过程，让同学们感受到生命力旺盛的气息，这样既完成了

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又充分锻炼了同学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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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何不采用奥尔夫、达尔克罗兹、柯达伊等教学理念，声势体验，
体态律动，手势体会来主动参与其中，用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去感
受音乐，表现表达音乐，积极参与到音乐中来，学生只有在不断实
践地过程中，才能够达到提高音乐审美的能力。 

例如笔者在执教二年级唱歌课《小鼓响咚咚》的时候，与孩子
们一起把坐着的小方凳当作小鼓，敲击小方凳发出声音来模拟小鼓
发出的声音。“咚咚咚咚”声音清脆动听，生动形象模拟出了小鼓
演奏时的欢腾气氛。《小鼓响咚咚》这首歌曲音乐情绪欢快活泼，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扮演小鼓手，学唱的环节中，加入小鼓的声音，
学习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由此可见，在教学中，只有充分
加入学生亲身体验音乐的过程，学生才能从心底被激起学习的兴
趣。整节课下来，学生不仅轻松解决音乐教学中出现的难点，音乐
课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学生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整体把握了
《小鼓响咚咚》这首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音乐
美、感受音乐美的能力。 

3.5、积极鼓励学生，尊重其创作成果 
每个人对音乐的感受无对错之分，同样的音乐，学生对音乐的

感知各有不同，而此时教师要做的是积极鼓励，而不是打消他们的
积极性，对他们的思考加以肯定与鼓励，尊重他们感受与思考的过
程，从而达到更好的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目的。 

例如笔者在执教四年级歌曲《西风的话》时，教学过程中首先
让学生们静静地欣赏聆听，并提问这首歌曲给你们怎样的感受？有
学生说：感觉音乐很优美;有学生说：西风在与我们对话，心情似乎
很难过。教师表扬孩子们欣赏很认真，想法很贴切。此时有一个学
生闭眼静静聆听的同时，还模仿着演奏家拉二胡的样子，瞬间吸引
了教师的注意，于是教师立马请他起立回答，问：看你刚刚好像在
模仿拉二胡的样子，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想到用二胡来为音乐伴
奏呢？男孩儿有点儿害羞，轻轻地说，因为我觉得音乐是连绵不断
的，二胡表现出来的音乐就是连绵不断的，音乐的情绪有点忧伤，
我觉得二胡的声音表现忧伤的情绪就挺合适的呢！教师为男孩儿的
回答感到无比惊喜，孩子的想法多棒呀，教师如果一开始就固定住
了孩子们的思维，打消他们思考的动力，不给与肯定与鼓励，他们

一定给不了这么意外又美丽的答案，以后也很难再激发起他们对音
乐美的享受与表达欲望。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去欣赏音乐，
对于学生给出的不同答案，自己也可以多加思考是否合适，所谓“教
学相长”，不要总是执拗于自己对音乐的感受，而否认学生的感受。 

在音乐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善于采取各种措施，采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与能力，根据课程改革的不断实
施，教师也要学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
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教师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
眼睛，不仅要求教师有着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依托以及扎实的基本
功支撑，同时也要学会自己将所掌握的知识以美的方式给学生呈
现，给予学生美的体验与享受。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音乐学习
中，对音乐有整体性的把握与研究，思考如何在教学中，从大方向
去把握准确音乐的脉搏和思路。同时也引导学生整体去把握感受音
乐的美，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小学做起，从学生初步接触音乐做起，
提高学生音乐审美能力，从一点一滴做起，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音
乐给学生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个音乐本身美不美，自我有鉴赏选择
能力。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让学生真的走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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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情境，要求学生仔细观察 
利用情境教学让学生加入教学中是现代教学的常用方法，既可

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使学生更容易掌
握教学内容，提高学习能力。在小学的写作中，写人和写景最为普
遍且重要。例如，在体育课踢毽子的活动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
在活动中注意观察、看看哪些同学踢得好，哪些同学踢得不好，踢
的好的同学是怎么踢得，踢得不好的同学问题出在哪里。在观察别
的同学踢得过程中自己学到了什么。活动结束后，教师布置一个写
作任务，学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可以写别人的表现，也可以写自己的
心得体会。 

课后教师在布置作业时，结合当堂课所学的实际情况，设计既
符合“双减”政策相关要求和课标要求又具有创新性的作业内容。
在提交作业后，通过观察学生课后作业情况来分析知识的掌握情
况。从而提升作业品质，激发学生思维活动的作业。让学生在完成
作业中体会快乐，满足，让教学通过多元化更好的呈现出来。譬如：
牛顿通过观察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观察
烧沸的水会把壶盖顶开，发明了蒸汽机。在部编版小学四年级语文
《麻雀》这篇课文中，教师可以询问学生：麻雀是什么颜色的？麻
雀是如何鸣叫的？哪里你能常常见到麻雀？[4] 以这样连串的问题引
起学生的思考，然后引导学生仔细观察麻雀，最后再做出回答。 

（五）引导学生了解常规的观察顺序 
观察不是应付的任务，而是拥有一定的顺序的，不然笔下的文

章会逻辑混乱，也就没了观察的意义。第一，明确观察目的，不能
漫无目的的观察；第二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观察的计划和步骤，有顺
序地进行观察；第三，教会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如由主到次、由
表及里，按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观察；第四，鼓励学生深入观察，

在观察中不断有新的发现，让过程活跃起来；第五，学生在观察过
程中所发现的信息记录下来，方便最后的交流；第六，观察一定阶
段后，让同学们相互交流，相互补充。让观察结果更加清晰、明了；
最后，让同学在观察中认识世界，在细节中描绘世界。在教学过程
中，引导科学的观察方法，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培养良好的观察
习惯，形成优秀的观察能力，做好笔记，提高学生的观察素质，从
而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写作不仅作为小学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同时，

也是检验语文写作教学的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锻炼学生写作思
维、提升写作能力、是提高学生观察能力的前提和重要保障。教师
应该注重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观察意识，发
现生活中的美好，并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培养学生们进
行联想，融入自己的情感，丰富写作内容，促进小学生写作能力的
提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必须运用高效的方式推动学生写作水平，
全面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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