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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作文教学之我见 
◆郭勋泉 

（万载高城联胜小学  江西万载）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也越发关注。而一个人从小到

大无论在校园还是在社会上，写作能力都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一个优秀

的人才而言，无论是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写作能力于人生而言是及其重要

的，而人们在使用文字表达情感与思想时都需要作文的基础。作为一名

语文教师，应当将学生的写作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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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写作兴趣，调动写作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怀着感兴趣的心情去

对待。我们生活中也常有这种感受，一个人爱好做某件事，乐于做
一件事，不管事情有多艰难，他都不会感到累，而且不怕困难，坚
持不懈，想尽各种办法克服困难，使自己获得成功。如果我们在作
文中能够让学生愿意写作文，爱上写作文，就不愁他们写不好作文。
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无论是进行练笔还是写作完毕后，我都会迅速
把全班的作品，通览一遍，选出好的篇章或片段，激情洋溢地赞赏
他作文的优点，让学生自己上讲台朗读给同学听，使其获得愉悦的
的成就感。并让其他学生对优秀的习作进行点评，让他们体会到优
秀习作的妙处，产生我也要写好文章的欲望。坚持每次写作都找优
点亮点、找进步找创新，特别鼓励有新意的表达，每次都让不同的
学生展示优点或闪光点，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在习作中有愉悦的、成
功的心理体验。采取这种方法后，我们班的学生慢慢地都很乐意写
作文、改作文。其实这就是落实课标中所说的作文教学要让学生“懂
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 

二、联系生活实际，获取写作素材 
“无话可说，没内容可写”是困扰小学生写作的重要问题，

起步阶段更是如此，其实我认为这与教师在取材方面限制太多有
关。我们总是告诫学生，什么是值得写的，什么是不值得写的，
这反而使得学生缩手缩脚，无从下笔。其实，捅破蒙在“作文”
之上的一层纸，就会发现作文就是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没
有不可写进作文的，有生活就有可写的素材。 

要使学生习作有话可写，又能写出真情实感，教师可以让学
生联系生活，从生活中取材。如：写有关秋天风景的作文，可以
引导学生把上学路上的田野、小路、菜园等等写入习作，也可以
写校园、草地、山坡……还可以在写作之前带领学生去草地、山
坡、树林里观赏那里的风景，再让学生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
下来。有的学生看到田野里农民伯伯堆的草垛，能把它写成有的
像宝塔，有的像元宝等等，这样形象、生动的好句子，是跟他亲
身仔细观察分不开的。还可以让他们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
有益身心健康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来拓宽视野，这样不仅可以丰
富习作的素材，又可以培养学生的习作兴趣。如：在校内组织开
展篮球、拔河、跳绳等比赛活动；总之，就是要尽可能让学生多
收集一些原始材料，在习作时，学生就会有话想写，有话可写，
并能写出真情实感。而为了让学生的习作能更好地取材于生活，
我让学生坚持写“随记”，把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或者所见所闻写
成“随记”，等到要写作文时可以从随记中提取内容稍作加工，
就是一篇好作文了。生活就像万花筒，学生如能把这五彩的生活
写下来，那么，他们的作文内容也就多姿多彩了。 

三、加强写作指导，掌握写作方法 
写作并不是素材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

巧，将这些素材进行再加工与再创作。方法与技巧的掌握、运用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教师加强指导与渗透的。一是学习
课文时加以渗透。课文就是一篇优秀文章的例子，通过教师的分
析讲解，让学生掌握这类文章的写作。在教学时，我们不要只忙
着分析内容，而是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去分析课文的写作特点、
方法、技巧等；并让学生在课后阅读其他同体裁的文章，通过比
较来掌握好的写作技巧。二是进行专题指导。如描写人物，教师
可告诉学生从哪些方面来写，并引导学生积极收集自己觉得写得
好文章片段在课堂上朗读，在全班展开积极的交流与讨论，这样

的专题训练更利于学生掌握方法与技巧。 
四、强化写作训练，提高写作水平 
1.写日记要持之以恒 
老舍先生说：“日记，要天天记，养成一种习惯，刮风下雨

你也记下来，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作品里需要描写一阵风或
雨。”这正说明了日积月累的重要性。我认为坚持写日记是积累
材料的最好方式，也是练笔的最佳途径，由于日记形式灵活，随
意性大，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我们要鼓励学生将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想都记录下来，让学生学会用语言来表达意见与看法。
同时，学生也可以将自己在阅读中发现的优美语句与段落摘抄下
来，并记录下自己阅读心得与体会。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就会积
累很多的写作素材，写作水平也会得到提高。 

2.课堂练笔要坚持不懈 
意犹未尽的结尾处续写，文章留白处扩写、补写，经典语句

与精彩段落处仿写，这些灵活地训练方法，我们可以将其穿插在
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展开充分的想象与联想。这既可以帮助学生
理解文章，也可以实现对文章的再升华、再创造，使学生的写作
能力得到有效地锻炼提升。 

3.说话训练要始终如一 
一般来说，会说才会写。如果提高了学生的口头作文水平，

那么学生的写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教师可以利用上课刚开始的
几分钟，指定内容让学生即兴发言；也可在阅读教学中，要求在
读中学说，做到读说结合，创造性复述课文。如教学《黄河象》
一课后，可以让学生改变课文的叙述顺序，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
即假想-发掘-陈列的顺序去复述课文，也可按发掘-假想-陈列
的顺序去进行创造性复述，还可鼓励学生大胆的评述课文谈体
会，锻炼他们的口头作文能力。对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课文，可以
让学生进行评述，谈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如《灯光》《卖火柴
的小女孩》等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来进行训练。在口语交际教学
中，让学生摸拟表演借东西，购物，接待客人，开展“老鹰捉小
鸡”“传话”游戏活动，开展讲故事等等，这些都是提高学生口
语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五、认真对待修改，提高写作质量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培养学生形成自我修改的习惯，是提高

他们作文水平的关键环节之一。叶圣陶先生说：“写完一篇东西，
念几遍，对修改大有好处”，又说：“修改稿子不要光是看，要念，
就是把全篇稿子放到口头说说看。也可以不出声念，只在心中默
默地说。一路念下去，疏忽的地方自己会发现”。作为叶老那样
的大作家，自己的文章尚且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对小学生来说，
更应该养成严肃认真的对待自己作文的好习惯。 

1、自念自改。把写好的文章至少念两遍，边念边改。 
2、互念互改。在自念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文章读给其他同

学听，然后再修改；满意了，又读给对方听，请对方提出修改意
见。修改作文要“忍痛割爱”，下面是我提供的一些修改意见： 

（1）“揪”出多余的字、词、句、段。 
（2）是否有病句。 
（3）句子是否完整。 
（4）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是否紧密。 
（5）条理是否清楚、层次是否明白。 
（6）语句是否通顺，有没有用词不当的地方。 
（7）标点符号是否正确。 
3、全班交流。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对其他同学的作文提出修

改意见，并要说明理由，重点引导学生从内容、语句等方面进行
修改，从而提高写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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