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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小学生的写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心理障碍,二是功底不扎实。本文主要从语言训练和词汇积

累这两方面出发,按照《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用正确的教学理念指导小学生进行写作,促进小学生语文

素养的整体提高,探讨根据不同学段小学生的特点和不同的教学内容,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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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学生写作存在的问题 

1.1心理障碍 

畏惧写作文。有些学生在读书和默写甚至造句方面都表

现不错,遇到写作就认为写不好,而变成害怕写作文,不知道

自己的文章里要写什么。讨厌写作文,以至恶性循环。 

1.2功底不扎实 

1.2.1语言贫乏,词汇量有限 

学生词汇不丰富,写到中途某个字不会写或者没有一个

恰当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写作就会“卡壳”,往往写

了涂,涂了又写,就达不到快速作文的目的。[1]例如“我的奶

奶是个奶奶,她不但对我很好,她对每个人也都很好。她真是

一个好奶奶。”虽然自己很爱奶奶,也想用文字表达对奶奶的

爱,但只能用简单重复的词语写,这明显限制了语言的表现

力,不能细致地对奶奶表达爱意。 

1.2.2表达方式、思维习惯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学生课外书读得少,存在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差距。还

不太熟悉规范的语言文字,当他们从写单句过渡到组织一篇

文章,用自己已知的文字进行连贯表达时,对能否用正确的表

达方式、语序、恰当的用语总感到力不从心,常常写出支离破

碎或辞不达意的文章。例如：用“不仅在于……更因为”写

话,一学生写到“他不仅在于是因为学习认真,更因为他对学

习的态度。”这是一句病句,犯了重复和不完整的毛病。 

1.2.3写作前缺乏准备工作 

没有储备与之主题相对应的词汇。拿起笔就写,结果不

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写了几句就写不下去,只好“挤

牙膏”,想一句,写一句,东拉西扯。 

如何帮助他们越过这些障碍呢？要走好写作这条路,就

需要语言的训练和词汇的积累这样的铺路石,写作的道路才

能更加的平坦,顺畅。在写作中重点不能仅放在“写”上,

而应该做好写前的准备和指导——语言的训练和词汇的积

累,在长期接触语言材料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提高感悟语言

文字的能力,有意识地加强科学的读、背、想、说、听、改

等的训练。 

2 打好写作基础,关键在于词汇积累 

专家解读语文“标准”,让我们教师更明确了：语文教

学要让学生学会感受、体会、体验、揣摩。要重感悟、重语

感训练。“好读书,不求甚解”就是重读书。重积累主要是语

言积累,课内、课外积累佳词妙句、古诗、儿歌、精彩片断,

要求熟读成诵,内化成自己的语言。[2]语文学习,不是先学语

言规律再去说话、作文,而是通过接触大量典范的语言现象,

自己去悟出语言的规律和法则。[3]培养学生整体把握的能

力。让学生在通读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

和推敲重点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特定的意义。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

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 

2.1多读 

习作前要有阅读,阅读中培养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语

文课程标准》对阅读的速度有了量化指标,默读一分钟不少

于100个字,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并要求学生学会

朗读、默读、精读、略读、浏览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告诉我们要多读书才能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将阅读与写

作结合起来,提高写作的水平。 

例如：多读课外有关春天的范文,比如与春天有关的写

景、写事的文章,将之储备作为模仿写作的材料。如： 

赵云翔的《找春天》一文,可以学习文章结构、反映春

天气息的景物的好词好句、描写手法(拟人、比喻)等： 

冬爷爷披着雪白的银装慢腾腾的走了,春姑娘戴着五色

的光环悄悄来了。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小河边。柳树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新

娘,挂着鹅黄色的“珍珠”项链,摇摇摆摆地走来了。嘎嘎、

嘎嘎、嘎嘎,野鸭子告诉人们：你们知道吗,“春江水暖我先

知”。它们欢快地叫着,好像在赶“嬉水会”,好玩极了。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天上的白云说：春天在这里,

春天在这里,春天在濛濛细雨里。春雨像针一样细,像线一样

轻,像棉一样柔,滴滴嗒嗒的飘下来。飘在麦田里,飘在树林

中,飘在小河上。春雨让麦苗更茁壮；让树林更茂盛；让小

河更清翠。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公园说：“春天在这里,春天

在这里。”花园里芳草青青,野花争奇斗艳。听,嗡嗡嗡嗡,

一只辛勤的小蜜蜂,开始了新春的工作。一只五彩斑斓的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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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在花丛中穿来穿去,你追我赶,好不热闹。 

啊！我爱秋天的收获,我爱夏天的热烈,我爱冬天的纯洁,

但我更爱春天的美丽。但愿春天永驻人间。 

这篇网上摘录的文章,作者的立意构思独特,选材新颖,

结构完整,语言优美,标点符号规范,将之作为范文引导学生

学习。学生通过多次阅读该作品,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

人生的有益启示,从阅读中感悟文中语言的魅力,学得如何

更好的运用恰当的语言表达作文的思想感情。 

2.2多背 

多背,积累写作材料。比如要上下一单元的作文时,教师

指导学生围绕课文要求的主题,自己去找写作材料去阅读,去

积累。对本次作文有用的材料就要提前积累,积累的材料要做

到典型,准确,更要记牢。材料越充足,等到写作课时,思绪就

能像泉水般涌来,写作速度就越快。例如写人物的文章,可以

找关于人/物外貌的词,关于人/物性格的词,关于人/物品质

和行为的词,把这些词分类在黑板上写下来,再进行讲解,学

生可以选择性地读和记,为下一步的写作扫除了词汇障碍,丰

富写作语言,开阔思路,增强表达效果,提高表达能力。 

3 提高作文水平,必须训练写作语言 

3.1多想 

习作前要有想的能力的训练。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学习

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产生疑问并解除疑问的过程。《语

文课程标准》目标提出学生应该在五个方面获得发展,其中

一个方面就是“发现创新”,要求学生“学习从习以为常的

事实和过程中发现问题,培养探究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

性……” 

如围绕作文主题引导学生思考：(1)春天里,你的身边发

生了哪些有趣或难忘的事？(2)哪年的春天中的景物让你记

忆犹新(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让学生自己打开思维的大门,

构思习作的框架,有意识去收集与作文主题相关的素材,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习作做语言素材准备。 

3.2多说 

习作前要有口语交际。叶圣陶曾说：“口头为语,书面为

言。”任何一种语言都分为“语”和“文”两部分。“语”的

表现是听说,实质是语言思维的运用。“文”的表现是读写,

实质是语言思维的书面表达。学习语言的规律是先“语”后

“文”。口头语言是基础,只有在切实进行口头训练的基础上

才能发展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例如：用事先积累春天的词

语,看图说话,让学生按观察顺序,准确、细致、抓住重点,

展开合理想象,理解图的主要内容和中心,说一句表情达意

的话。将说过的话稍加整理,能条理、重点、具体地写出来,

这就是作文。作文是由文字组成,经过人的思想考虑,通过语

言组织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文体。说的环节先想后说,学

生在动笔前有一定的思考和语言准备,此时动笔,学生的自

信心倍增,积极性也会提高。由想到说再到写,练就出口成章

的本领,为写作打下了夯实的基石。同时检查学生是否应用

熟读成诵的词语来写话,是否说完整话,了解学生能力训练

情况,以便下环节调整。 

3.3多听 

习作前要有听的能力的训练。听他人说话认真耐心,能

抓住要点,稍作准备,提说话、作文中的意见,注意语言美,

抵制不文明的语言。表达要有条理,语气、语调适当。互相

听取有用的意见,避免同类问题在作文中重复出现。通过师

生示范、讲解和纠正,训练其正确的表达方法、语序和恰当

的用语,引导学生进入真正的文中境界。每次作文讨论都要

围绕主题,从词汇、句子、结构等方面入手,确定重点,一步

一步解决问题,一点一点积累和提高。 

3.4多写 

习作时要有写的能力的训练。习作前的读、背、想、说、

听、改等能力的训练都为写服务。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强调记后要写。谚语“文章读十篇,不如写一篇。”强

调读后要写。读课外书,摘抄好词好句,写几句读后感受的话,

或写日记都是有效的练笔方式,试着把自己说的话写下来,

再进行加工和修饰,就会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日积月累,

滴水都能穿石,相信作文水平会更上一层楼的。 

3.5多改 

文章是改出来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修改自己的习

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款正确,书写

规范、整洁。在修改作文中多读写作原稿,明确语病。从立

意、选材、结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等方面进行增、删、

改,使文章更完美、更周密、更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学生

写作文,更应该养成认真修改的习惯。例如：用“不仅在

于……更因为”写话,一学生写到“他不仅在于是因为学习

认真,更因为他对学习的态度。”另一学生提意见说这是一句

病句,犯了重复和不完整的毛病。应该改为：“他不仅在于学

习认真,更因为他有正确的学习态度。”看出该生是经过熟读

深思后懂得修改的。 

《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建议(五)指导得非常到位：

“学生生理、心理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不

同内容的教学也有各自的规律,应该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特

点和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语文

素养的整体提高。”用正确的理念指导学生写作,未来的写作

世界将会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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