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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 
◆赵红明 

（武山县龙台镇王家山小学  甘肃天水  741306） 

 
摘要：《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就学生写作能力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

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许多小学生

写不好作文，甚至有好多学生害怕写作文。笔者长期从事小学语文以下

教学工作，现就如何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方面的几点措施和大家进行交

流，旨在共同提高。 

关键词：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就学生写作能力方面提出
明确要求：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
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
中发现，许多小学生写不好作文，甚至有好多学生害怕写作文。
写作是语文学习“读、写、听、说”四大板块中非常重要的一块，
每次测试都占有三分之一的分值，写作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班
级整体语文成绩。如何指导学生写作，进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注重积累，夯实基础。 
要求学生准备摘抄本，把好的词语、句子写下来，以备后用。

好能分类摘抄，如描写人物、描写季节、描写花草都有各自的
版面；比喻句、拟人句、排比句也要分类摘抄。当然，摘抄不能
仅限于教材，要通过课外阅读及网络广泛收集整理，尤其注重课
外阅读，拓宽视野。摘抄本要不离手，方便随时翻阅。 

二、引导学生看图片写话。 
看图片写话主要是针对一、二年级的学生。看图写话关键是

看，一、二年级的学生观察能力不强，观察图画是没有目的，总
是东看看，西看看，抓不住重点，没有顺序。所以，如何引导学
生全面看图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具体地讲，首先引导学生统观全
图，看看图上主要画了一件什么事，就是对图画进行整体认知。
其次是仔细观察，逐一弄清画面内容，同时展开合理的、丰富的
想象。然后让学生不自己所看到的图画内容讲出来，讲地时候套
用‘四要素’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在干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引导学生看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可急
于求成。刚开始时，要求不能太高，说一两句话就可以了，前提
是必须说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在干什么。 后，把
自己说地话在写出来，即把口头语变成书面语，从而提高学生的
写作水平。同时强调写作格式，标点符号的合理运用，不写错别
字等。引导小学生写话训练，符合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的认知规
律。 

三、坚持写日记，积累写作素材。 
积累素材，由易到难，写日记是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的必由

之路。一篇日记就是一篇小作文，但是要真正写好一篇日记却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初学写日记时往往会把日记写成“记流水账”，
即把一天经历的事都记下来，没有重点，也没有主题，从而陷入
“记流水账”的尴尬局面。这时，就需要教师及时引导，让学生
及时摆脱这种尴尬局面。首先要培养学生写日记的兴趣和习惯，

让学生觉得写日记时一件开心的事。同时引导学生平时留心身边
的事物，并养成仔细观察的良好习惯，还能开动脑筋展开积极思
考，进而分析事物，得出自己的见解。其次要告诉学生，写日记
时要进行选择。一篇日记一般只记一件事，不能记录的太多，也
就是说抓住一个重点，围绕一个中心写就可以了。这个中心可以
是一件事、一处风景或者一次长辈、老师的嘱托或告诫。这样，
学生在写好日记的同时写作能力必然大大得以提升。 

四、‘套’用范文，变他为己。 
选入教材的文章都很精美，在开展日常教育教学活动时，不

能光注重识字、朗读及课文感知等环节，更要注重文章表达方式
分析。范文中描写手法的学习一定不可缺，作者是如何写人物的，
如何写景物的，如何写小动物的，应重点引导学生进行细心体会，
以便在习作时运用。还有，范文中描写人物的词语，描写小动物
的词语，描写小昆虫的词语以及描写小草鲜花的词语也要积累下
来，习作时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经典的比喻句也要熟记于心，如
“山石像正要起跳的青蛙”，“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当自
己的习作需要描写‘山石’或‘枫叶’时也可以直接拿来用。再
者，学生习作时完全可以‘套’用优秀范文的结构。如《美丽的
小兴安岭》（部编版三年级语文上册）这篇文章就采用了‘总-
分-总’的结构，课文先总说小兴安岭的树木繁多，就像绿色的
海洋，接着分春、夏、秋、冬四季呈现小兴安岭的不同美， 后
总括小兴安岭就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如果让学生写一篇介绍自
己家乡的习作，就可以套用‘总-分-总’的结构格式，先总体介
绍家乡的美丽，接着分季节分说，注意引导学生细心观察家乡的
建筑物及田野，还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实地观察春天田野里
有什么样的油菜花，什么样的麦苗，小草野花又是什么样的？小
蜜蜂、小蝴蝶在干什么？风是寒冷的还是清爽的？细细品味风中
还夹杂着什么味道？引导学生抓住 能体现季节特点的景物去
描写， 后总结概括。课文中能说小鸟在尽情的唱歌，我们为什
么不能说蝴蝶在快乐地舞蹈呢？要活学活用，稍微变变说法，不
就成自己的成果了吗？ 

五、变讲故事为写故事。 
在实践中，笔者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个别学生看

起来也很聪明，反应灵敏，能说会道，对某件事说起来头头是道，
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就是不会写作文。其实，对于这样的学
生让其写出优秀的习作一点也不难，只要引导其把讲地话写出来
即可。也就是说先让其讲故事，然后再把所讲的故事整理写出来，
做好有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转变。注意讲故事时紧扣‘四要
素’，以事件为重点， 后还要点明这件对我的启示或者通过这
件事我明白了什么道理等总结性的话语。 

学生的写作过程是观察、记忆、想象、整合等能力的集中体
现。教师应引导学生紧密联系生活实践，留心观察身边的事物，
然后运用所学知识来描写所见所闻，进而表达自己的情感，加深
自己对自然的感知。同时，教师要不拘一格，善于利用各种手段
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思路，引导学生开展习作，不断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