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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让农村小学生快乐作文
李红瑞

普洱市宁洱县黎明乡中心学校　云南　宁洱　665106

摘　要：学生怕写作文，从自身的心理素质看，主要是自信心的缺失，自信心是一切活动的内驱力。要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就得唤回学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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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农村小学生怕写、厌写、恨写作文，有“见了作
文就头疼”的厌烦心理，表现为：每逢作文课，学生就会无
从下笔、对作文冷漠、或胡乱应付。那么要如何让学生不怕
写作文，喜欢写作文，爱写作文？笔者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
看法：

一、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学生怕写作文，从自身的心理素质看，主要是自信心的

缺失，自信心是一切活动的内驱力。要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就得唤回学生的自信心。

首先，要赏识学生的写作，无论是在拟题中发现学生的
新颖别致之处，还是在作文过程中发现学生稍纵即逝的思维
亮点、标新立异的体验，或是在批改时发现学生不同凡响的
立意、别出心裁的构思、准确生动的遣词，都要及时鼓励学
生自由的表达、有创意的表达，也要敢于在批改中给高分。

其次，尽量给学生提供能激起他们写作灵感，唤醒他们
写作自信心的作文命题、形式、主题、题材，寻找那些学生
有生活体验的人或事，作为写作的对象去训练，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

二、让学生学会积累材料
材料是形成文章的主题的技的物质术，是文章的物质基

础，它是文章的血肉。有了丰富的材料，文章才能血肉丰满。
积累材料的方法很多，可以阅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要指导学生亲近大自然，走向社会，去了解人生、感悟人生、
体味民俗风情，观察事态炎凉，收集生活的新鲜材料等。综
合这些方法，我觉得坚持要求学生写周记是让学生积累材料
的有效方法。要怎么写呢？

首先是摘抄文本。这每个学生都可以做到，摘抄的文章
可多种多样：优美的文章，曲折离奇的故事、名言警句、唐
诗宋词、民间收集的故事、电视新闻。如果农村学生还有理
由讲他们没有较多的书籍可以摘录，那么语文文本可以帮助
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文本是教育专家苦心孤诣的成果，内容
涉及历史、人文、科学、为人、处事等方方面面，有着经久
不衰的生命力。对文本而言，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过，学生对
其已经有些感悟。用好文本，写作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以把文本中优美的词语，充满情感、富于哲理的句子、段
落摘抄。学生积累的材料多了，就增加了知识量，扩宽了知
识面。

其次，摘抄课外的所感兴趣的文章，并在下面写上自己
的启发或感想，这不仅积累了素材，还发挥了自己的想象，
动脑思考，将他人的转化吸引，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些
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动脑的习惯，还可以增加对所看文章的
理解。

第三，要让学生学会观察，培养取材聚事的能力。所谓
观察，就是要 针对某一事物，一部分一部分仔细地看，要有

顺序，不杂乱；要完整，不遗漏，要找出事物与其他 事物的
区别点。联想、想象以象征意义产生于对具体的观察之后；
抒情、议论则必须以对具体事物的形象描绘为基础。    第四，
做好周记评析。对于周记的评析，除了教师评析外，可让学
生自评互评。教师要做虔诚的欣赏者、赞美者，做真诚的倾
听者、抚慰者，做睿智的启示者、鼓励者。

三、勤于实践、大胆创新，在活动中积累，在积累中
成长

以往的作文课，都是显得干巴巴的，根据题目和要求，
由学生自己写，这样的作文课堂，显得毫无生机和活力。近
几年，我在作文课中大胆创新，根据语文课中的口语交际和
作文要求，利用中队活动时间，带领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实
践活动。比如，我结合语文课中的“介绍家乡的特产”以及
“我是小小推销员”部分，利用中队活动时间，让学生以手抄
报的形式介绍自己家乡的特产，并把家乡的特产拿到班上做
一次推销活动。通过这样的实践、创新活动，使中队活动既
充满了快乐又为学生的作文课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四、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自由完成作文
兴趣是作文的内在动力，是前提；积累是作文的必备条

件，是基础；那接下来就是作文，它是成果的展示，是实践。
新课程标准将作文视为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和交
流的重要方式，视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
表达的过程。因此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五、养成认真修改作文的习惯
批改作文是语文老师最头疼的事，每次作文花几天改完

了，发给学生时，学生几乎只看评语或评分，对自己作文內
容根本不关心，对老师的旁批或指出的问题也不想深究。这
种作文批改方式效果不佳。解铃还需系铃人，作文的批改还
是要由作者自己作主，以学生自改、互改为主，以教师批改
为辅。老师要敢于放弃批改的权力，引导学生自改的同时让
他们互改，学生自改后老师再收上来检查、指导。逐渐培养
他们从改错别字、改标点、改句子，到调整结构的习惯，在
这个习惯的养成过程中，也培养了他们的作文责任感，激发
了作文的兴趣。

总之，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写作兴趣，让学生学会积累材
料教师勤于实践、大胆创新，，让学生在活动中积累，在积累
中成长，学生才会从怕写作文，到喜欢写作文，爱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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