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月（总第 188期） 

 246 

教学实践 

如何有效激发小学生的写作热情 
◆廖家玲 

（广东省陆丰市陂洋镇龙潭小学  516527） 

 
摘要：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新课程改革也提出，

应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想要更有效地促进作文教

学的开展，激发小学生的写作热情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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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缺乏热情是当前农村小孩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 
相较于城镇教学改革，农村明显处于劣势，很多学生的学习

兴趣并不高，学习效果差，辍学现象屡有发生。由于农村学生所
出的环境比较保守，大多数学生性格害羞腼腆，不善于表达，而
写作是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农村学生看来却是一件较为
困难的事情。因此，学生不愿意写作文，也缺乏相应的写作热情。
没有热情，不能察觉到自身生动的内心体验，就无法描述和表达。
恶性循环，学生的写作效果差，不想写，成绩下降了，就会对学
习更加失去兴趣。 

1.2 缺乏写作热情也是当前小学生写作效果差的主要原因 
对于小学生来说，一些都是充满未知和好奇的，这也正是激

发小学生写作热情的原动力。热情是由人脉接受新事物的刺激而
产生，对于未知的食物充满好奇或是兴趣，是一种有积极态度和
主观能动性的心理特征。当今小学生写作效果差，主要原因就是
缺乏写作热情。作文是运用语言文字，反映客观事实，表达思想
感情的活动。现在的小学生作文模仿痕迹明显，缺乏创新意识，
内容空洞，语言平乏，觉得写作难于登天，写作枯燥无味，丝毫
没有写作热情。因此，激发小学生对写作的热情至关重要，一旦
写作热情被点燃，学生就会萌发强烈的求知欲望，写作能力提升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小学生缺乏写作热情的原因 
2.1 学生自身原因 
因为语文基础知识薄弱，从字到词，再到句，会出现很多错

误，例如错别字、标点符号误用、语序错误、段落划分不明等。
由于这些问题的困扰，学生写出来的作文会出现很多问题，遣词
造句等基本问题无法解决，会造成作文内容的杂乱无章。小学生
对学习还没有太多主动性，写作问题多，分数低，而老师和和家
长又没有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只是生硬地监督，会让小学
生感受不到学习本身带来的乐趣，因而更加不愿意写作文。 

2.2 教师教学原因 
2.2.1 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标明确了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要地位，提倡学生

应该运用新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而
在实际的教学中，以学生为主题的教育理念却没树立起来。由于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老师的焦点只在考试，作文指导大多是
习作知识的教学，甚至讲怎么猜题、怎么取得高分。有些老师让
学生会背“写作套路”，生搬硬套，这样写出来的作文结构相同，
内容相似，没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套路化作文严重地禁锢了学生
的思维，扼杀了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至于学生自身对写作是
否有热情、感兴趣，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真正走进学生内心去了
解。 

2.2.2 教学目标与学生能力有偏差 
作文训练的目标通常有：选材要新、立意要深、情节要全、

构思要巧等。选材要新是指根据当下时代特点，并尽可能结合当
时的政治环境，选取积极向上、与时俱进的写作题材；立意要深
是指以现实生活为材料，通过语言升华，实现高于生活的含义；
情节要求是指写作的内容要完整，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事件的
发展；构思要巧是指情节的设计，要能引人入胜。然而，这类目
标都是不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因为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尚不足以

应付这样的要求，这种习作对学生的积极性会形成一定的打击效
果。 

2.2.3 作文命题远离学生生活 
目前，在开展作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老师通常会选择意义

性高、立意性强的作文为命题，往往超过了小学生的实际生活体
验。这种作文命题与生活偏离的现象，使得小学生在写作时，误
以为不可以写平淡的生活琐碎，于是写作内容只能虚构、编造。
教师在选择命题时，忽视了对学生兴趣爱好的关注，因此作文命
题通常脱离了学生的实际生活。这种没有建立在小学生年龄、心
理特征基础上的命题，也称之为教师命令式命题，在无法激发小
学生写作热情的同时，还形成了反感的消极作用。 

3.激发小学生写作热情的方法 
3.1 作文教学形式更加多元化 
很多小学语文教师为了快速的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在对学

生进行习作训练的时候采用死板的满堂灌方式进行教学。学生的
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因此我们倡导“互动式”的教学方式。作
文互动式教学应该全面的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参与到整
个写作教学过程中来，而不是按照老师的方法一步步的去做。 

3.2 转变作文的评价方式 
3.2.1 注重写作过程的评价 
对于学生收集来的写作材料教师应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肯定，

根据学生的学情不同给予不同的评价。针对在作文材料收集中表
现优秀的同学进行语言或者物质上的鼓励，让其成为其他同学效
仿的榜样，从而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在收集写作材料的过程
中，学生们也可以合作共同完成材料收集。在这一过程中，既锻
炼了孩子们的合作能力，也能加快材料的收集过程。这样写作就
不再是自己单打独斗的过程了，这样也为写作增添了不少趣味
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写作文的兴趣。 

3.2.2 注重评价内容的多元化 
对小学阶段的写作进行评价的时候，对学生习作的评判不应

该以辞藻是否华丽，描写是否生动具体，各种修辞手法是否合理
应用上。而是应该通过鼓励性的评价促使学生增加对习作的喜
好，鼓励学生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让写作成为抒发情感
的一种手段。写作不应该作为作文去完成、去评价，因为小学生
写作的内容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写作本人的内心的真实情感。当下
的学生学习负担重，如果与教师或者父母沟通有困难，就可以通
过写作就可以反应出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个
词，或者一个简单的句子，如果是出于孩子自己真实的想法，这
样的写作是弥足珍贵的，教师应该像呵护幼苗一样，保护好孩子
这种真的情感。这样的情感被老师认同，孩子就会愿意再未来的
写作中倾吐自己的心声。 

4.结语 
小学语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新课程改

革也提出，应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想要更
有效地促进作文教学的开展，激发小学生的写作热情是必不可少
的环节。而小学生正处于学习作文的起步时期，写作热情是写作
活动中最活跃的心理因素，它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注意力，也会影
响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只有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才能更好地发
挥小学生写作的能动性，进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这
也是为小学生的长久的人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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