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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学作文教学 
◆徐爱滔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中心学校） 

 
摘要：习作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

水平，习作教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小学生对写作有兴趣，注重激发学生

的观察兴趣，在写法中生成，在习作修改中增长见识，扩达阅读量，积

累好词佳句等方面。变“要我写”为“我想写”，并通过理论结合实践，

逐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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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标》提出：“要让学生在广阔的生活空间里学习
语文，”“为学生自主习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的空间，丰富多彩
的生活是自由表达、创意表达的土壤；观察与积累是学生的根。”
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指引学生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
作为一名教学多年的小学语文教师，总结了很多关于写作教学的
方法。在实际教学当中，要帮助学生学会观察生活，并能够感受
生活，加强对自然的亲近，在为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时，要将课外
阅读、参与实践活动、关注生活融入其中，并与家长做好沟通，
做好督促作用，让学生明白如何从生活中获取写作素材，同时教
授学生正确的写作手法，避免学生生搬硬套，因此，如何帮助学
生提升写作水平，让学生能够在作文当中谈真话、抒真情。该如
何让学生喜爱写作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去努力。 

一、加强小学生对写作目的正确认识的教育，提高写作兴趣。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理解写作的真正目的，让学

生在练习写作过程中能够促进自身语言表达能力和认知水平的
提升，并从中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正确认识写作目的往往会导致
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浓厚的兴趣往往来自对写作意义的清楚认
识。小学生由于自身心智成熟度对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如果小
学生对写作真正认识清楚后，便会加强自身写作能力，教育学者
乌申斯基说：“没有任何兴趣，被迫进行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
知识的意向。”因此，拥有兴趣才能真正拥有学习的动力，并且
能够培养对学习的兴趣，从而自主性去练习写作，变“要我写”
为“我要写”，才能更快更好的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终走上
自主完成作文的愉快之路。 

二、培养观察能力 
作文教学应注重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提升学生的观察水

平，让学生认识到观察的作用，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培养观察
的行为习惯。当教授学生描写一种水果时，以《石榴》这篇课文
为例，可以寻找和石榴园相关的图片和资料，在实际教学之前让
学生能够在脑海中构建和石榴生长有关的景象，并对石榴花的形
态和色彩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且能够感性的了解石榴子儿形
状，同时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石榴，让学生能够品尝，从而对石
榴有进一步的认识，让学生能够在不断认识当中对描写水果的方
法有所了解，并且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程度。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可
以让学生根据个人爱好来观察自己喜欢的水果，同时作为教师要
进一步引导学生对熟悉和了解水果的信息，其中包括水果的吃
法、味道、色泽以及外形等。通过该方式能够让学生在观察过程
中积累大量的素材，写起作文来自然就不会觉得难了。 

三、教给写作方法 
在教授学生写作过程中，要正确引导学生去体会和感受生

活，并能够从实际生活当中寻找素材，同时要在教学当中正确设
置教学情景，让生活进入课堂，将生活中的场景进入到课堂当中，
帮助学生感受真实的生活，使其能够产生体验生活的动力。比如
如何去对秋天景色进行正确描写，教师可以让学生回想自己与秋
天接触的活动，让学生从回想当中对秋天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并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习描写秋天的佳句好词和方法，从而快速获
取相关写作素材，增加作文的真实性。在写作文之前，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选材、构思，在小组内说一说，力求做到说清楚，在说
的过程中将口语更改为书面语，并在下笔时力求按照所说的去
写，从而提高学生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做到语句通顺，条理清
楚，懂得要先把看到的写具体、写生动，再把想到的写清楚。 

四、教给修改方法 
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能不能把古老的传统变一变，让学生

处于主动地位呢？”，培养学生自改能力，该思想同样体现在叶
圣陶老先生“教是为了不需要教”思想上，因此，针对刚开始学
习写作的学生，首先要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写作习惯，让学生能
够在自我反思当中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表，引入古代名家练习
写作的故事，让学生懂得好作文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写出来的，从
而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同时要教授学生如何去修改作文，并引导
学生去正确引用句子和符号，让学生能够对作文修改前后进行比
较，从而正确认识到好作文需要不断推敲和修改。另外，还应该
鼓励学生在习作初稿完成后进行合作互评互改，每改一个准确的
词，一个精彩的句子，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五、扩达阅读量，积累好词佳句。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阅读的基本功不好，想写出高水平的习

作谈何容易。指导学生多读一些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并做好读
书笔记，将书中的好词佳句摘录下来，整理在笔记本上，等到作
文时充实到文章中去，使文章增添色彩。 

六、教师要转变观念，树立大作文教学观。 
语文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写作是指向自我实现的人

生。小学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时，首先应该转变旧观念，树
立大作文教学观。明确小学生作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注意对学
生知、情、意、行多方面的培养和塑造，真真正正提高学生的作
文能力。 

总之，小学生初学写作，水平不高，教师要多鼓励、多表扬，
增强学生的写作信心和兴趣，我们在作文教学中，也应从提高学
生语文素养的角度出发，贴近学生实际，寻找适合学生的作文途
径，让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乐于在作文中尽情表达内心世
界的独特感受。是这一项重要而有挑战性的教学任务，需要我们
不断探索、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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