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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文是锻炼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学习、提高自我表达水平的重要途径。作文教学成绩的好坏,是对语文教师教学能

力的重大考验。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不但需要善于引导学生感受课文之美、感悟课文所蕴涵的深刻思想内涵；更需要善于让学生在作文的过

程中爱上作文,通过作文放飞他们理想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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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作文,总想起在我读书时在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作文、作文,

见到头疼！”。那时作为学生,确实有点害怕作文,每周的作文就像是古人所

说的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已经十多年了,

对作文的难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作文的教与学中,恐怕头疼的不止是学

生,教师更加头疼。在平时的教学和对一些同事及周边学校的调查中我发

现：拿一个五十多人的班级为例,能写出像样作文的只有四、五人而已,

大多数学生的作文都是一种应付任务式作文,毫无真情实感。不少小学生

怕写作文,已经是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问题,一些小学生作文能力低下、水

平不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现在更想做好的是怎样在自己的工作中,

让学生能喜欢作文,乐于动笔。在我的教学中,我做了一下几点尝试： 

1 以兴趣为先导,让学生在作文中获得充分的幸福感 

“兴趣是 好的老师”,这句话经常被我们挂在嘴边。“兴趣”和“幸

福感”又是紧密联系的。大人们感兴趣的都是能让自己获得幸福感的事,何

况孩子。但作文中小学生门往往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好的作文,

却经常在老师的评价中看到这样不行,那样不好。这样的事学生没有任何幸

福感可言,当然也就提不起兴趣。就因为这样,有时老师们会发现,即使找到

了一些和学生很密切的作文话题,会以为学生会很热情、很感兴趣,但学生

好像并不买账,依然兴趣索然。所以,要想激起学生对作文的兴趣,首先要让

学生从作文中获得幸福感。在我教的班级里,我喜欢在每次讲评作文时,说

出学生作文中的好词佳句,哪怕只是一个词用得好,我都要在全班面前分析

一下好在哪里,那些也许这些是学生的无心之作,但他会从老师的肯定中获

得较大的幸福感,尤其是小学生。同时,我会在每次作文练习后,都让那些写

得较好的,特别是作文有较大进步的学生把习作用稿纸誊抄下来交给我保

存,等到一定数量就装订成册,在班级里传阅。这些做法让更多的学生在写

作中获得被人肯定的幸福,当让也就让更多的学生对作文产生兴趣。 

2 以写作为中心,开展语文教学 

作文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在日常教学中不能只有等作文练习时才提

及它,平时的阅读、说话、课文学习都应该围绕作文这个中心。语文教学

培养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某种意义上,写作可视为语文教学的

终极目标。首先在平时的课文教学中,把写作贯穿于所有教学中,特别是阅

读。把阅读当做写作的基点,无论课内课外,都要求学生多读并随时做读书

笔记。同时在班级定期开展读书活动,让学生把平时读书的收获与其他人

分享,这样既能让学生有表现的机会,也丰富了他们的知识,积累了写作的

素材。其次我还抓住有些课文中要求复述的内容,积极的让学生锻炼口头

表达能力。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来看,口头语言的发展先于书面语言发

展,特别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只要能说出来,就能在作文中写出来。所

以平时的口头表达练习就更为重要,哪怕是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要求学

生把句子说好。作文教学中更是这样,先说作文再写作文,通过个人自说、

同桌对说、班内口头作文交流等多种形式说题目,说提纲,说作文。通过说

不但解决了学生作文的内容问题,而且还解决了他们的语言表达问题。 

3 以生活为铺垫,让学生乐写作,勤动笔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如何让学生解决作文中,无话可说的难题,就要从

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体会、积累入手,在这个问题上,写日记是 好的选择。

首先要培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要想养成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本

来就害怕作文,如果每天都要与之打交道就更难了。我在让学生开始写日

记时是这样说的,“日记,记录生活,记录人生。”并举了鲁迅的《朝花夕拾》

就是晚年回忆童年、少年时事情的例子,很多学生都被打动。但要让他们

能坚持下去,还要有个持之以恒的动力,所以在内容上我要求他们可以写

任何内容,只要是他们感兴趣想说的话都可以。孩子的表达欲望是非常强

烈的,把这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同过日记写出来,更能促进他们尽快养成写

日记的习惯。等到他们的日记走上正轨时,在适时的引导他们把生活的观

察和体会写进来,从而达到练笔和积累写作素材的目的。同时我还创造更

多的机会让们去积累和观察体会,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更有助于学

生去了解和观察体会生活,例如开展“帮妈妈买一次菜”“向行人问一次路”

等活动,让学生独立的去走进生活,既让学生体验了生活,也丰富了他们的

写作素材,让他们能更多的从生活中找到写作文的内容,更乐于将自己的

生活写进作文,从而达到乐动笔,勤写作的目的。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作文教学之路毕竟是艰难的。我们在作文教学的过程中,

应该始终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多给学生自己发展的空间,相信学生一定会

从“厌”写变“乐”写,由被动变主动,由低效变高效,也一定能克服学生

对写作文害怕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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