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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五年级语文写作教学的有效方法微探 
◆肖银月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下东齐心小学） 

 
摘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阅读与写作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掌握

了记叙、描写、抒情等描写方式，在句子的衔接、修辞的运用、词语的

使用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尝试。但是，他们在具体文体的写作方面还是有
一定的欠缺，表现微记叙杂乱、故事情节重点不突出、说明的条理性不

足，逻辑不够合理缜密等等。因而，本文将针对这些写作问题提出具体

的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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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学科不仅要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获取有效信息的

能力，还需要教会学生自我表达的能力，有效表达的能力。而表
达又分为口头表达、肢体表达与文字表达等，由于口头表达与文
字表达倾向于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熏陶，故本文着重于探讨小学生
五年级的文字表达。文字表达又可以称之为写作，即书写自己心
灵感受与对社会看法的能力。 

一、小学五年级记叙文有效写作教学法 
1.鼓励学生留心生活 
记叙文，顾名思义，就是要叙。而叙的材料来自哪里呢？来

自生活。艺术来源于生活，写作也来源于生活。能写出怎样精彩
的记叙文，取决于学生留意到了怎样的生活。如果在学生的眼里，
生活是枯燥的、乏味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任何惊喜可
言的，那么他写出的文章，也会是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奇。
因而，作为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师，要想培养学生具有真情实感
的记叙文，就要先提醒学生、鼓励学生留心生活。 

例如，在教学五年级《小苗与大树》之前，语文老师可以请
学生提前一天进行预习，鼓励其观察自己周边的树木，最好是大
树。从校园，到回家的路上，到家里的果园或者是小区里的树木，
体会它们的沧桑与伟岸。以及各类植物刚新长的小苗，感受他们
的稚嫩、生机与脆弱。在这一强一弱、一老一嫩的对比下，学生
想表达的欲望自然孕育而生。 

2.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的成长史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写作史，生活本来就是一

本大书，其中涉及到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五年级的学生，虽
然在这些方面的经历还比较单薄，但他们与亲情友情的接触却是
紧密相关的。只要仔细观察，从自己身边写起，就不难写出好文
章。 

比如五年级上册《慈母情深》，写的就是母爱的伟大。我们
都有一个爱自己的母亲，但如何才能写好母亲对我们的爱，如何
表现我们与母亲的深情，可以就“慈”这一特征进行引导，请每
一位学生说出自己心目中母亲的特点，然后再举事例进行说明。 

3.善用修辞手法 
修辞手法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狭

义的修辞手法，比如比喻、拟人、夸张、对偶、排比等等。使用
修辞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文章更加出彩、吸引人。为了使学生
认识得更加深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件漂亮的外衣，穿上它，
能让一个平凡的人变得更有吸引力。 

例如，在教学五年级《有趣的汉字》时，老师可以具体举出
一些汉字来，比如“休”字，就可以引导学生使用修辞手法，用
比喻的手法描绘出这些汉字的特征。提问学生，“休”像什么？
仔细听学生的回答，直到有同学回答出“休”就像有一个人依靠
在树木旁边一样。那么，“休”这个字的意思就出来了。一个人
依靠在大树的旁边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累了，走不动了，才需要
休息，因为休息之意进入了学生的心里。在顿悟中，学生描述事
物的能力提高了，写作的水平也自然会上升。 

此外，除了比喻手法的运用外，对仗手法在写作当中也是经
常使用到的。汉字是如此有趣的字体，不仅具有单个的形体美，
还具有排列整齐的集体美。这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学习
《有趣的汉字》这一课时，老师还可以将课文与诗句或者对联结
合起来。如学生在之前就已经学习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一个对仗工整的对联，
充分显示了汉字的对仗美。教师可以就气对仗进行点评，接下来
给出几个关键词，请学生自由补充，进行造句，看谁的句子对得
好。 

二、小学五年级说明文有效写作教学法 
1.引导学生明确自己所要介绍的是什么 
说明文的要义在于，要把一件事情或一个物体说明清楚。关

于说明文写作训练的题材，教师最好从学生熟悉的领域入手。做
学问的最大动力在于兴趣。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学生是否有兴趣
学习，决定了语文课的质量，而他们学习兴趣的厚浅，则决定了
语文课堂是否能深入开展。思维的创造性光芒也才能有机会迸
发。 

比如，教师可以以五年级上册的阅读文章《小松鼠》为例，
先请学生介绍一下自己接触过的小松鼠是怎么样的。一开始，教
师先用眼神鼓励学生继续讲下去。描述完毕后，请学生概括出他
刚刚介绍了小松鼠的哪些方面，然后再将自己对这些方面的描述
与课文进行对比，找出自己描述的不足在哪里。小松鼠的外形特
征是最容易观察到的，而如何描述得全面又生动，可以请其他学
生互相补充。描述的角度越多，可借鉴的就越多，也就更有利于
学生把所想说明的对象说明好。 

2.培养学生的说明逻辑能力 
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用说明逻辑来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事物，

激发学生写作的欲望，教师可以就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进行说明。
由于每一种物体都有其不同层次的特征表现，因而教师可多列几
例来训练学生的说明逻辑，从结构上提高学生的说明文质量。例
如就香蕉这一水果，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香蕉的大小、颜色等外
观特征到香味等嗅觉特征，再到口感等味觉特征，分别进行说明；
也可就桌子这一物体，从长宽高等外形轮廓到材质特点，由外往
内进行说明；或者拿果树来举例，从它的发芽到长叶再到开花，
利用时间线索来说明。 

结语 
写作作为一种文字表达，不仅要写我心，还要写我心之外的

客观世界，二者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一篇文质皆美的文章来。尤
其是写好记叙文与说明文，对五年级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所以
教师可以先以这两种文体为例，激发学生写作的欲望，帮助他们
锤炼语言、提升记叙技巧和说明逻辑水平，有效提高他们的写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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