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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生习作现状及教学策略浅谈 
◆杨秀林 

（重庆两江新区星光学校  401147） 

 
摘要：小学习作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全面提高

学生素质打基础的一项重要工作。但长期以来，教师怕教、学生怕写的

现状困扰着我们，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弥漫了孩子的笔端。文章分析

了当前小学生习作的现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教学策略，对提高小

学生习作水平的更多有效办法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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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现状分析 
叶圣陶先生指出：“作文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必需，

跟说话完全一个样。”但习作能否和说话一样呢？在很多人眼中，
习作比说话难十倍、百倍。还有人这样形容：“学生怕作文，就
如农民怕干旱”。语文老师主观上重视，但客观效果却不好，针
对这一问题，通过调查，我了解到小学生习作难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 

一、习作教学尚未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曾有老师在临
近期末对学生说：“期末考试习作主题应该是‘一个印象深刻的
人’，大家回家后都背一篇相关的文章，就不怕考试了……”学
生们便抱着那些五花八门的作文书死记硬背，准备在考试时“大
显身手”。这样的习作，也许分数不低，但学生发自内心的东西
又有多少呢？ 

二、老师缺乏习作教学策略。老师教学没有方法，不讲技巧，
一遇习作便让学生“自学”——自己看习作提示，然后郑重规定：
必须达到三百字、四百字……，而从根本忽略学生习作的兴趣和
动机，由此把学生推向痛苦的深渊。 

三、学生没有细心观察、积累语言和素材的习惯。许多学生
成天学校、家庭两点一线，一遇习作，无非编造些谎言或空话。
曾有家长谈及孩子写“一件难忘的事”时，冥思苦想无法下笔，
最后向家长请示：“可以编么……” 

第二部分 策略探讨 
找到症结所在，我将自己在习作教学中的一些做法写下来，

与同行共商榷： 
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学生
最好的老师，习作教学也如此。为让学生有表达欲望，对习作产
生浓厚兴趣，变被动接受任务为主动参与表达，我的方法如下： 

（一）自由表达，拓宽题材。我常将小练笔提前布置给学生，
至于什么题目，什么时候写，在什么地方写，写什么内容等，由
学生自己定，课上主要让大家互相传阅，每组评选出一两篇优秀
习作，奖励学生在全班朗读，师生共同找出好的原因，给文章以
优秀等级。那么，不但被评者受到鼓舞，参评者也受益匪浅。 

（二）奖励先行，充分肯定。对表现好的、受学校表彰的或
有进步的同学，奖励其写写自己的经历、故事或心理历程。从内
心改变习作课的陈旧观念，让学生觉得习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学
生还可把自己的见闻感受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这样的习作我不作
任何要求，写好后可给别人修改，也可不给人改，只交班长张贴
出来，每月评比，看谁受奖次数多。这样，把奖励作为前提，学
生的个人价值得到了肯定，谁还会讨厌习作呢？ 

（三）创设情境，想象体验。新课标在教学建议中提到：“写
作教学应激发学生展开想象和幻想，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 。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想象或体验就是极其重要的方法。如教学“我
的愿望”时，我给学生自由的空间，让他们不局限于教师、医生、
警察等职业，敞开心怀说出自己的想象或幻想。如此一来，有的
想当铠甲勇士，有的想当灰太狼，有的想当小鸟，还有的想当一
棵桂树……学生用儿童的语言来表达内心感受，提高了语言表达
能力，也发挥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知识在于积累 
习作兴趣被调动起来后，应培养学生良好的习作习惯，掌握

一些技巧，技巧从何而来呢？就从以下几方面来： 
（一）积累写作素材。帮助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让他们

把握住生活这一创作源头，在生活中观察、积累。生活中每一个
动人的瞬间，每一件难忘的事，每一个动情的画面，都收入自己
的素材库，并写出感想，哪怕只有一句也写下来。如：有同学交
流自己的习作《老师，亲人》，就讲早晨入校时，老师把一位没
带伞而冒雨前行的同学揽入腋下的事。这只是一个极平常的动
作，但不细心观察怎会发现？学生只要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随着生活阅历增加，习作素材很快就会丰富起来，并且这样的素
材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而是情感抒发和创造力的表现。 

（二）积累优美语言。语言是文章的建筑材料。我们不推崇
死记硬背学生作文，但要求学生多记优美的词语，精彩的段落和
句子，以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避免出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的尴尬局面。 

（三）积累创作灵感。灵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如不及时抓
住，它就会稍纵即逝。所以，应引导学生将自己生活中新的想法、
体验及时记录下来。学生心中有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迸发的灵
感，不但不讨厌习作，还会渴望习作。 

三、文章不厌百回改 
文章要耐人寻味，不仅要自己品，还要引起读者共鸣。新课

标指出：“重视引导学生在自我修改和互相修改的过程中提高写
作能力。”我在教学中这样引导学生修改： 

（一）树立学生自改作文的责任心 
毛泽东说：“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就马马虎虎发

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
实质到处害人。这样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可
见，只有树立起强烈的责任心，修改自己和别人的文章，才不会
嫌麻烦、怕困难，对别人给自己改文章，才会持欢迎态度。因此，
教师要用古今中外著名作家的写作实践事例，传达修改文章的重
要性，让学生树立起修改文章的强烈责任心。  

（二）掌握方法，培养能力。我以为，作后修改指导比作前
指导更重要，这时，习作策略的教学也更容易落地，具体方法如
下： 

1．范例导改。针对训练重点，举一两篇实例，组织全班讨
论修改，一次重点解决一个问题，既提高表达能力，又训练修改
技能。也可选水平不同（好中差）的三篇，或对全文作精细的批
改，或结合本次训练重点，精批细改，然后将原文和批语印发给
学生，从批改的内容到方法，都给学生以示范，并让学生展开讨
论、修改，从中学会自改。 

2．反复阅读修改。老舍说：“一个东西写完了，一定要再念
再念再念，念给别人听，看念得通顺不，逻辑性强不，看看句子
是否有不够妥当之处。”可见，用反复阅读的方法修改自己的习
作，对培养习作修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3．对比修改。文章的好坏，在比较中会更鲜明。将习作与
别人的一比较，就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取长补短。
在对比修改过程中，我常安排学生在同桌、小组、大组、班级间
交流传阅，互评优缺点，相互修改。 

了解现状，更利于明确方向。只要我们在教学中持续关注学
生的习作兴趣，鼓励多积累，让学生在习作修改中习得可迁移的
方法和策略，假以时日，学生的习作水平定会发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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