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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小学生习作兴趣激发与培养
曹顺巧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新迎第三小学　云南　昆明　650233

摘　要：习作是小学习作教学的基础部分。通过对小学生习作教学现状及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研究、整理和探索，

我们发现先从培养小学生的习作兴趣着手，再发展到对习作的兴趣，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兴趣需要引导、需要培养，现就

从习作入手，对培养小学生习作兴趣谈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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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教
学的难点之一，难就难在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上可谓是煞费
苦心，而不少学生却并不“买账”，对作文总是表现出不感
兴趣，有的学生甚至害怕，一提到写作文就着急，难以起笔。
归其原因：无非就是平时词语积累少，写起来要么无话可说，
要么干巴巴的，难以叙述具体，难以表达真情实感。通过调
查分析并结合我平时的教学实践，我认为，作文教学的关键
不是要孩子们掌握怎样的写作技巧，而最关键的是在于让孩
子们有话说，喜欢说，想说。如何打开学生们的话匣子，让
学生真正喜欢作文呢？

一、重视思维训练、促使习作兴趣激和培养目标清
晰化

《标准》明确要求，小学中段语文习作的次数每学年应不
少于 16 次，一些教师为了完成目标，容易陷人“为习作而习
作”的狭隘教学思维，从而出现“重量而不重质”的问题—这
一问题在“随文练笔”教学中的表现，大多是内容空洞无物、
形式千篇一律、立意“假大空”、下笔“堆词汇”，读起来味同
嚼蜡，与《标准》要求的“写作要有真情实感”背道而驰。

为化解小学语文课堂“随文练笔”形式主义严重的问题，
需要不断促使其目标清晰化，由此才能满足教学方向与学习
方向的一致性。从语文学科“写作教学”的价值取向出发，
将“思维训练”作为一个“随文练笔”的目标最为科学，它
满足了“授人以渔”的长效性习作能力提升要求。在具体的
方法实施中，教师应规避简单性的仿写、扩写等教学方式，
选定经典性的代表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掌握中心思
想并自主产生联想，将“所思”转化成“练笔”内容，这样
形成的文本才具有“随文”的属性。同时，写作过程是经过
严密逻辑推敲的，学生更容易将真情实感表露出来。

二、以生活中的趣事，培养习作兴趣
小学生因阅历浅，故而在对作文进行命题时无法围绕自

己所熟悉的生活场景，脱离生活圈。在作文教学时，我常常
要求他们以身边的人和事、周边的景或物作为习作内容，以
达到兴趣的提升，让他们感觉到想要表达什么，产生一种想
让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的欲望。

小学生淳朴，好奇心强，爱玩是天性。在作文教学时可
以根据这一特点，精心设计一下教学内容，比如穿插游戏环
节。游戏的精彩进行，提醒学生要留意游戏的过程，注意观
察同学们的言行举止。游戏结束后，组织学生积极表述，讨
论自己在游戏中的收获以及自己的心得。学生们因为玩的开
心，自然说起来也会兴致勃勃，写起作文来便不再难了，也
就有话可说，也能表达情感了。兴趣产生了，无非就是词语
的渲染了。另外，平时的语文教学中，多开展形式多样的读
书活动，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如利用教学课余，让学生朗

读自己喜欢的作品，和同学分享从网上看到的好文章、精彩
片段，或让学生说说自己所了解的新闻等，让学生们都有参
与的机会。学生们为了展现自己，课余时间势必就会乐意地
去朗读精美的文章。总之，要想方设法让学生感到作文是一
件最有趣的事。

三、用好习作教学取得的成效，激发习作兴趣，提升
语文素养

低年级学生学会了习作，对习作有了兴趣，学生习 J 质
了不能到校时写请假条给老师，有事写留言条给家长或同学。
教师要继续鼓励学生及时用书而语言表达自己感受和想象，
逐步认识到习作是自己表达与人交流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如此，进入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就有了乐于表达自己
的情感，习惯习作的基础，自然就对习作没有畏难心理了。
学生喜欢上习作对学好其他学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自
己将受益终生。

四、吸纳多元主体、优化习作教学的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发生在师生之间最重要的“对话”。基于小学

中段习作教学分析，教师可以从习作内容中获取小学生“听
说读写”各方面能力差异，以此作为后期指导学生习作的依
据，同时将问题反馈给小学生，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在以后的习作训练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改正。但是，由于小学
生对于教师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尤其在学习行为上主要遵
循教师的意见或建议，这就要求教师在评价方面注重准确性、
丰富性、客观性，不断提高“对话”的有效性。

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到“随文练笔”习作评价中，是实现
评价体系优化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打破了教师“一言堂”
的评价侄桔，另一方面通过“学生互评”“师生互评”“班级
群评”等方式，符合《标准》提出的将学生塑造为“课堂学
习主体地位”的要求。客观上，需要针对习作练习中构建多
元主体评价的协同机制，例如，评内容、评语言、评立意等。

五、结束语
总之，培养小学生习作兴趣，要从培养学生对习作的兴

趣入手。习作教学方式要丰富多样，要求应由浅入深，重点
在培养兴趣，养成习作的习惯。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习作的自
由空间，激发学生的习作热情，让习作成为学生喜欢做的事
情。只有小学生对习作产生兴趣，并多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长此以往，学生对习作的兴趣也就自然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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