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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作文教学中口语向书面语的过渡 
◆高秀丽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第一小学  161100） 

 
摘要：写作是运用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一个人认识世界、

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而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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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学生写

作能力的重要一环。低年级是作文教学中学生口头作文向书面作
文转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在低年级学生的作文教学过程当
中,教育者一定要重视学生的口语作文向书面作文方向的转化,要
引导学生们在日常学习写作的过程当中学会运用一些比较书面
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1]《语文教学大纲》中说：“小学生作
文就是练习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
情，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是对于低年级的儿童来说，
此时的书面语表达明显落后于口头表达。这个时期的学生缺乏必
要的写作知识、技能，大量会讲的字词不会写、不会用，会写的
字又不能满足完整表达的需要，尤其是思维发展的滞后，也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面表达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低年级学生学
习作文，无论理论多么坚定、新潮，在实践中都是要碰壁的。因
此我们在教学时应顺从规律，由口头语言表达逐步向书面语言表
达过渡。 

一、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 
口语和书面语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言语系统，口语主

要是语义和语音的联系，并有口语交际语境的支持，而书面语则
复杂得多，除了识字滞后这个障碍外，还有书面语自身的一系列
要求。儿童经过几年学前教育生活，口语系统已初步形成，并能
基本满足日常生活交际的需要。而书面语系统才刚刚起步，因此，
低段写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零起点教学。所以在作文教
学时，首先，加强低年级的说话练习，将说话练习渗透到课堂教
学中，每堂语文课的教学都应让学生进行说话练习，说话内容不
限，说话的句数不限，只要上下句连贯，合情合理。在学生练习
说话时，老师指导练习说话，教师要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表达
欲望，让学生处于一种放松的心态，或者教师可利用动画片，或

者图画让学生仔细观察，让学生观察后进行说话练习，并增强学
生说话的逻辑性，由少到多，逐步把话说完整，孩子的口语表达
能力是完整的，那么在写作中也必然会写出完整的句子。 

二、指导学生口头作文 
根据小学语文大纲的要求，小学作文教学应十分重视口头作

文训练，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我们首先明确地是必须向学生讲清
口头作文与写作文之间的关系。叶盛陶先生清楚地告诉我们：作
文是人们的书面说话。你嘴上说什么，再用文字写出来,你怎么
说,就怎么写,这就是作文。应此，我们要重视指导指导学生口头
作文。学生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教师精心的指导下，在和谐
热烈的气氛中，产生了强烈的表达欲望，此时，教师给学生倾吐
心声的自由，一篇篇口头作文一定都很精彩。学生出口成章，落
笔也一定成文。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就是可以先写后说，也可以
先说后写，为了满足学生表达的欲望，为了培养学生口头作文的
能力，可以把写放到课外，把“说”集中在课内。根据需要，口
头作文时，可以利用多媒体再现某种情景，以此达到更佳的效果。 

三、以说促写，下笔成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有些学生说话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而作文时却绞尽脑汁无从下笔，原因何在？因为说在
实际生活中实践较多，而写却较少。没有实践，怎能灵活运用呢？
因此在写作训练时，可以强调学生先说后写，即在作文时，让学
生构思后，把要写的内容说出来后再写。还可经充分利用课前三
分钟进行演讲，培训口头作文能力，并引导学生把“说”和“写”
联系起来，这样说说写写，写写说说，不仅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
而且通过说话过程中对口头语言叙述，提高书面语言能力，使学
生写作能做到中心明确，条理清楚。 

总之，作文教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教师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要以学生为主体，扎扎实实的训练中下功夫，坚持“先说
后写”，循序渐进，做到“我手写我口”，不断积累，逐步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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