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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三年级语文习作教学问题及策略研究 
◆吴海英 

（重庆市荣昌区安富中心小学  402466） 

 
摘要：小学习作教学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任务活动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从整体上反应出了当前年级阶段的学生语文整体水平能力，代表了学

生在当前阶段所掌握的写作技能。虽然有许多教育者针对学生的写作要
求有了较为大程度上的改革，但学生们仍然有着极小程度上的进步，这

主要是源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有限的认知能力、社会经验等。本篇文章从

小学三年级当中语文写作的教学问题与策略出发，剖析二者在教学当中
的结合点并提出相应的实际应用与措施。并通过一些实例，帮助读者更

加容易的理解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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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谓是点出了阅读与写

作的真正关系，刚刚经历小学阶段的这些孩童，对于他们来说最
缺乏的无疑就是知识的积累，没有这些知识的积累就谈不生写
作，头脑中要有一定的素材。这就像用钢笔写字，笔中没有了墨
水，就不要谈写不写得一手好字了。语文的写作更是检验学生自
己的阅读效果，这是一项基本的且很重要的学习技能，在进行写
作的过程中会综合运用学生的语言能力。人教版语文教学目标规
定：写作教学的目标是要让学生通过写作激发想象力，理清脉络，
锻炼逻辑，遣词造句等达到基本的文学写作素养，使学生们能够
运用写作技能表达既定事实，情绪情感等。 

一、正确理解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在上个世纪中期，各个语言学家们就已经对人民的阅读和写

作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包含有综述和实证的论文文
献，其中有部分实证类论文为教育者们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标准，
有部分学者认为阅读和写作就像人的头脑加工系统一般，先是对
视觉接收到的材料信息加以编码，后是对头脑中建立的表象系统
进行外部解码的运行。二者均是对同一种来源的材料进行加工处
理，只不过处理的却是统一材料的不同方面而已。还有理论认为，
阅读和写作的技能是通过语言的这个载体，把读者与作者之间紧
密联系起来，以达到信息的传递，作者的写作技巧越高，传递的
信息越有效越准确。可以说，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是阅读的
结构，二者之间是辩证不可分的关系，如若缺少了阅读，必然写
出来的文章也会者杂乱无味，如若缺少了写作，便只能是纸上谈
兵绣花拳头了。 

根据前人所提到过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一门语言的学习过
程关键是要接触许多学习者当前阶段能够理解的、各个学习材料
之间有关联性的目的语言[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语
言输入，没有一定数量的阅读活动，对于每个个体头脑中的“资
料库”来说，就没有能源，没有原材料使其调整为自己的养料，
也就不可能运用文字写出逻辑清晰、语义连贯的、内容丰富多彩
的语文作文了。因此，在小学三年级的语文习作教学任务中，应
及时的重视阅读与写作二者之间的关联，阅读是运送粮草，写作
是将这些消化过了的干粮转化为力气真正的运用，二者既是连贯

的作用，也是相辅相成的。 
二、语文习作教学问题及策略 
在语文的写作教学任务中，由于小学生三年级的学生刚刚开

始接触写作不久，就有许多突出的问题显露出来。例如在小学二
年级学生便已经逐步开始了看图说故事的教学训练，从三年级开
始学习写作，这与之前那所学习到的有图片线索不同，前者更倾
向于定向思维，而后者则多是发散思维的运用。在“由周末活动
写一篇日记的”写作任务中，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周末生活做一些
记录，多数学生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即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
么。这时候教师可以建议学生多去阅读一些已经出版在库的写作
书籍，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拓展写作思路，一方面可以帮助
学生在逻辑思维、语句规则上理清思路，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学
生的国文汉字的认知能力有所裨益。 

在课堂写作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或是
同一类的事物举例，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并且可以让学生在
理解了这些不熟悉的词语之后，先进行造句，而后再逐渐的连句
成章。除此之外，教师应多多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并且时常提
醒学生正确的使用连词。古有文人对“推敲”二字的反复研磨，
才有了“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佳句。一篇文章不可能一
遍就会满足自己的心意，总是要推敲几遍，修改几遍才能得到最
终的结果。在语文中的写作也是这样，第一次所得出的几个句子
也只是表达出了自己心中所想，即用语言罗列出各个要点。写作
可以是在阅读过的文章之上先进行仿写，这也是锻炼自己逻辑思
维的一种手段[2]。例如可以从小学三年级学生会熟背的古诗入手，
李白的《静夜思》当中，“床前明月光”一句，可以先让学生们
想象在什么样的屋子中，有一位什么样的人，是坐着还是站着，
他是在沏茶还是独自望着窗外的明月，月亮是圆的还是缺的等
等。这些都可以由教师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想象，然后由学生课堂
自由发言几分钟，以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 

除上述之外，对学生的写作作业的结果进行批注与评论是必
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学生会由此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注，并可能
会因此而对语文写作产生兴趣。例如在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进行
语文习作作业的评语中，可以有一些趣味性的问答。“看来你的
周末生活真的丰富多彩，老师也想跟你一起去体验一下了。”学
生会从教师的评语中汲取到下一次可能会用得到的词语，即下一
次学生在写作时可能就会用到“丰富多彩“这个词语。 

四、结束语 
习作教学活动在当前阶段仍然是对学生的重要组成成份，这

不仅要求学生要在有限的知识储备的情况下运用正确适当的语
句表达出心中的想法，而且还要求学生在此种模式中学会自己独
立的思考能力、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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