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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作文教学改革与提高 
◆胡菊丽 

（广德县卢村乡中心小学） 

 
作文教学向来是语文教学的一大难题。小学作文教学因学生

的知识贫乏、经历少，思维能力差，又处于开始“学步”阶段，
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作为各科教学，特别是语文教学成果的
综合反映，学生的写作能力又向来受到普遍的关注。由于学生的
作文能力一直与人们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大家对作文教学颇
有微辞，社会上甚至有人感叹语文教学的失败。尽管有众多的有
识之士不懈地潜心研讨，努力构建和丰富科学的作文教学理论体
系，不断地提炼总结出富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实践经验，但是，可
以说，如何改革提高作文教学水平，至今依然是教育学者和广大
语文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头痛问题。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对作文教学也不乏一些经验和思
考，先就改革提高作文教学问题浅说一、二拙见，以求教大方。 

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作文教学中必须十分重视培养学生
的写作兴趣，激发他们自觉参与作文教学的积极性，而学生的写
作兴趣的高下，又与作文课老师的能力、授课方法关系极大。据
笔者观察，这两个方面是当前影响作文教学诸因素的突出因素，
而且其改善改进提高的空间极大。我认为，目前小学作文教学一
是应把解决小学生“怕写”问题作为重要目标，从小学生的生理
特点、知识基础出发，紧扣教材，自觉地有步骤地准确贯彻落实
小学教学大纲关于作文的规定。二是教师要切实做好作文教学前
的准备、作文教学中的指导帮助工作，努力改变作文教学“难教”
的局面。 

一、多方努力，让教师做好准备。 
一般说来，语文教师们对作文教学重要性要有足够认识，工

作中要认真负责。但无容讳言，有的教师对作文教学缺少必要的
准备，或对相应知识了解不够，以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或对
小学生作文规律认识不够，对如何改进作文教学思虑不多，以致
长期一贯地使用某些简单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仅在教学的方式
方法上去下功夫，要提高作文教学效果是困难的也是有限的。各
个方面应该注意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教材、教学参考书等辅导
教学的资料中，应增加有关写作知识、写作训练等提示性内容，
提醒和帮助教师领会教材编写者的意图，把握和贯彻好教材关于
作文训练的旨意，以便实现作文教学规定的基本目标。教育部门
和学校应通过进一步掌握小学生生理、心理和语言学习的特点，
不断深化对小学作文教学规律、大纲关于作文教学规定的认识，
激励教师动手写作，提高文字表达和作文判断能力。教师不但要
努力改进作文的教育教学方法，而且还要用心体会了解不同年级
小学生的习作体验，寻找学生 需要帮助的结点问题，以便提高
作文教学的针对性，点击到学生习作的关键处，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教师这种必要的作文教学的能力知识准备，才是推动作文
教学改革的必要基础，也是搞好作文教学所需要的重要条件。 

二、长计划短安排，在循序渐进中突出重点。 
整个小学阶段，学生的习作都属于他们学习运用语言的开始

起步阶段。面对这样的“初级阶段”，实施作文教学的困难客观
上是十分突出的，但它的成效如何，对学生今后学习运用语言却
又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为，小学作文教学要始终注意两
点，这就是循序渐进、突出重点。由于学生开始学习写作，他的
各方面基础条件十分有限，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
这些基础规律性东西，在学生习作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上都有
充分的体现，它要求作文教学必须严格地循序渐进。同时，在“序”
中的每个环节上，作文教学都要准确确定具体的训练内容，认真
扎实地搞好训练，形成、巩固一个个台阶，这样稳扎稳打，才能
确保学生 终达到小学作文训练的基本要求。 

循序渐进、突出重点，要注意两个方面，克服两种倾向。一
是要充分认识到，小学生习作“初级阶段”目标是要几年才能达
到的，是个长期的过程，应立足长远，长期打算，耐心地去做。
因此要戒急戒躁，防止拔苗助长，，千万不能把小学作文的基本
目标，，哪怕是下一阶段的目标提前来要求学生。二是要认识 1
到，小学习作的“初级阶段”也是个不能逾越阶段，不可有来日

方长之念，指望学生将来语言水平、认识水平提高了自然会写的
情形发生，每一阶段每一步要有重点，踏踏实实，在每堂作文课、
每篇习作的指导帮助上求作为，求绩效，防止放松放任，降低要
求。 

要保证作文教学的循序渐进、突出重点。必须有一个理性程
度较高，富有实际操作功效的长计划、短安排教学大纲对作文教
学作出了 基本的十分科学的规定，我们要认真领会其实质和具
体要求，在它的指导下，从学生的基础和所处地区特点出发，编
制好整个小学阶段作文教学计划，从总体上把握准小学作文教学
计划，将小学作文教学的总体目标要求，分解到学年、学期，到
每次作文教学中去。这里就要解决好“突出重点”问题，要由低
到高安排几堂作文课、数篇习作，集中突出训练一项具体的作文
目标项目。 

三、精心命题和评价，坚持引导和鼓励。 
命题和评价，基本上处于作文教学的首尾，是作文教学中的

两个特别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学生是否能写，有没有信心写
的基本问题，教学中特别注意。 

命题应遵循命题的基本原则，其中 基本的一条就是要让学
生“有话可说”、“有东西可写”。出题要符合小学生作文训练各
具体阶段的要求，紧扣学生生活的社会环境，只让学生去练习写
他们亲生经历、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物（人物）和他们自己
的思想感受。“有话可说”是学生避免“怕写”，趋向“能写”的
重要前提。 

评价是作文教学中很有讲究的环节，要处处重引导，时时给
鼓励。作文批改是评价中 常用的方法，也是对学生个体影响
大的一个方面。教师批改作文要认真慎重，既不能提高要求，尽
量保持学生习作的原汁原味，但却要避免作文簿上有无朱笔，防
止学生产生教师工作不认真、对他不关心的心理；又要按照作文
教学计划的要求，需批则批，须改则改，但却要避免太过“认真”，
通篇朱笔，防止学生丧失信心。我认为，批要精批，要围绕每次
作文教学目标，选择必须之处，点评一、二即可，批语务必注重
引导、鼓励。改仅限于字词之错，用词不恰当，以及句、段、篇
中的问题就要慎改，能不改的尽量不改、少改。这样才能帮助学
生渡过习作的“初级阶段”达到作文教学“初级阶段”的基本要
求。 

作文教学涉及的范围很广，影响其效果的因素也很多。上述
掘见，只是作者工作实践中的一些体验，由于水平和接触面的限
制，所言可能偏颇，甚至谬误。但目前在作文教学某些环节和侧
面上大力地改革、提高，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提高作文教学的成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