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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优化习作指导，激发练笔兴趣 
◆马文燕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四小学  新疆乌鲁木齐市  830017） 

 
摘要：本文以本人结合在习作教学中的具体做法来谈谈教师如何优化习

作指导，激发学生练笔兴趣。通过以学生为主体，从贴近学生生活入手，

抓童趣，多角度，多方面培养学生写的欲望，激发学生写的兴趣，再通
过教师的优化指导，全面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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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乐学的先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赞可夫曾说：“只
有在学生情绪高涨、不断要求向上、想把自己独特的想法表达出
来的气氛下，才能产生儿童作文丰富多彩的那些思想情感和词
语。”学生一旦对习作有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就能形成最佳的
心态，满腔热情的参加作文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说，兴趣和爱好
是提高习作水平的原动力。 

《新课标》也对语文教学多次提及到要激发学生的兴趣。特
别是农村孩子，由于受环境的限制对事物“观察，构思，表达有
一定的困难，如果教师不去了解小学生的练笔心态，习作训练就
会产生前功尽弃的效果，下面我结合自己的习作教学谈一谈优化
习作指导,激发练笔兴趣具体做法。 

一、帮助学生消除练笔难的畏惧心理 
由于受传统教学的影响，学生的习作都框定在作文课上，学

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喜欢写的就写。不喜欢写也得写，有的学生
为完成这一作业，三言两语草草收笔，有的感到老虎吃天，无处
下手，还有的学生一上习作课，眉头紧锁，长此以往学生对练笔
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新课标》特别强调“要加强学生自主拟题
习作的练习，习作指导要有利于学生开阔思路，自由表达。” 这
一要求把学生从传统的作文教学定势中解脱出来，把“让我作文，
我怕作文的不良局面”变为“我要作文，我爱作文”的可喜局面，
要想达到这一效果，我认为首先要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习
作气氛，让学生自由畅谈。如在指导想象作文《编童话故事》训
练时，我在指导练笔的前一周，给学生推荐了一批图画故事读物，
其目的有二：一是让学生对本次练笔有心理准备；二是开拓学生
思维,积累语言材料，并通过《童话故事》大赛的形式营造你读、
我读、大家读的浓厚气氛。在学生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师生共同
总结出童话故事的特点：1、有趣；2、好懂；3、能使人受到教
育、启发。在此基础上激发学生也当一回童话话故事作家。这时
学生兴趣十分高涨，我利用音乐、画面给学生创设了一个情境，
把学生带入童话的王国，学生大胆想象积极参加小组活动，学生
当堂口述的故事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在这种轻松、和谐的气氛中
学生的主体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课后看到学生的习作，令我激动
不已，孩子们的想象是我们成年人所料想不到的；其次在习作训
练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想法，充分发扬民主，以调动学生
积极参与为目的，从而达到畅所欲言的课堂效应。 

二、贴近生活，抓童趣，在感悟中激发兴趣。 
《新课标》强调指出，教师要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调动

学生观察和练笔的积极性。只有在学习生活中观察思考，才能对
生活有所感悟。学生的灵性往往是在兴趣中产生，学生对此感兴
趣，才能产生出强烈的表达欲望。 

(一)在生活中感悟。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是习作的源泉。只
要学生有意去感悟，就能获取丰富的习作素材。如向学生推荐一
些学生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因为小孩子都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推
荐学生在课外读一些科普书、童话故事、名著，比如《十万个为
什么》、《安徒生童话》《西游记》等等。学生对此类书很感兴趣，
读起来自然认真，只要认真去读，就有收获，有感悟，就能获取
丰富词汇，有了丰富的词汇，学生在习作时，用词就比较准确，
句子就写得比较流畅、通顺。从学生的日记中我发现，学生读了
许多书，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 

（二）在活动中去感悟。开展丰富多彩的语言实践活动、优
化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丰富知识、提高
能力。这是《新课标》针对语文学科的开放性特点和小学生的认

识规律，而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习作指导要融化在学生所喜
爱的活动之中，积极引导他们在活动中体验，调动他们乐于练笔
的积极性。例如我在执教《吃西瓜》作文课时，我先由“天热盼
瓜”闲聊，激起学生“吃”的欲望。其后在“盼瓜看瓜”环节里
拿出西瓜实物，让学生带着期盼，带着无限美感，自觉进入积极
的观察与表达状态，接着又变魔术般提出很多切好的瓜让学生
“分瓜抢瓜”，场面热烈极了，最后全体学生“写瓜赞瓜”。整堂
课充满童趣，处处洋溢欢声笑语，自然一篇篇充满童趣，精彩纷
呈的习作呈现在我的面前。 

三、充分发挥教材的典范作用，训练学生写作的基本功。 
现行人教版教材在编排上突出体现了每个单元的训练重点，

课文既是体现阅读训练重点的好材料，也是学生学习写作的典
范，阅读为写作铺路架桥，写作在阅读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读写
结合，则是提高学生写作基本功的主要途径。在教学《我的弟弟
“小萝卜头”》一文时，根据作者对小萝卜头衣着、身材、长相
的描写，指导学生体会作者是如何来写人的外貌，要求学生仿照
这样的写法，说说班上自己最熟悉的同学的外貌，并开展了“猜
猜他是谁”的小练笔活动，再想想你所描写的人留给你最深的印
象是什么？学生思维活跃，情趣高，乐于写。读了自读课本《家
乡的枸杞》，指导学生仿写家乡的某些特产，因为有了教材作依
托，减轻了学生练笔的难度，指导学生们写，我认为这是低段习
作训练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环节指导得法，可为学生今后的写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习作评价要多鼓励，少批评，保护学生习作的热情。 
《新课标》要求对“学生的评估要有利于激励和促进学生语

文水平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如果得
到别人的承认和褒奖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自豪感，从而形成自
我激励的心理机制。因此习作评价要保护好学生的写作热情，我
在班里做过调查，据统计，喜欢看老师鼓励性评语的学生占
96.7%，有位学生曾天真的告诉我“老师我最爱看作业本中的评
语了，我把上次你写给我的评语贴在床头上了。”这说明每个孩
子都是要求进步的，喜欢听别人鼓励性的语言，这是孩子的天性，
作为教师不要吝啬自己对孩子的鼓励性语言，注意寻找每个学生
习作中的闪亮点，特别是对后进生的点滴进步，更是要给予充分
的肯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交流、评价，养成良好的习惯，同时
还应为习作成功的学生，提供展示的机会，如向本校的红领巾广
播站推荐，向《儿童报》报社推荐，以满足学生成功的欲望，让
他们享受成功的乐趣，从而激发学生练笔的兴趣。 

总之，只要以学生为主体，从贴近学生生活入手，抓童趣，
多角度，多方面培养学生写的欲望，激发学生写的兴趣，在课堂
上，在生活中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素材，通过教师的优化
指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写作能力一定会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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