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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理念提出以来，写话教学的重要性被教师广泛认可。写话教学作为写作的起步阶段从低年级开始训练，对于学生的写作

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够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所遇所见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

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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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话的核心是如何引导学生用语言文字将自己所要表达的事物进行

表现，这对于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小学

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思维发展还不够成熟，在语言表达上的能力也需

要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进行

引导，这样才能通过写话教学促进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 

1 当前小学语文低年级写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写话教学的内容没有联系实际生活 

语文学科与生活具有紧密的联系，写作也是学生对生活的思考。但

在传统的语文写话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仅仅以教材为依托，没有注

重为学生创设生活化的情境，这样的方式导致学生难以获得良好的情感

体验和感悟，在写话训练的过程中只能靠自己的想象进行编造， 终导

致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影响了学生的写作体验，也影响了写作质量。 

1.2 教师没有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引导 

低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需要教师的有效引导，写话教学也是如

此，但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写话教学的作用，设计的教学策

略也难以激发学生的训练兴趣，进一步影响写话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如果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制定明确的写话训练目标，指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

的写作技巧提升，这样的方式会导致学生对写话训练产生抵触情绪。 

2 提高小学低年级语文写话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2.1 为学生创设生活化的学习情境 

学生只有在实际生活中进行体验和感悟，才能拥有真情实感，并且

在教师创设的学习情境中进行表达和用语言文字进行表现。要想提高学

生写话训练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写话训练的质量，教师首先要为学生

创设生活化的学习情境，这样的方式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更加符合低

年级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为学生创设生活化的学习情境，

能够为学生提供发展思维的具体平台，学生在联系生活实际的过程中能

够拥有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更利于学生在写话训练过程中运用语言文

字进行表现，避免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胡编乱造的情况。 

以部编版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程《秋天》为例。教师在进行写话训练

时从课前导入开始为学生逐渐呈现出秋天的美丽景色，在课前导入阶段，

教师播放了美丽秋天的景色，一边引导学生欣赏画面，一边运用语言让

学生进入情境“大自然是一副多姿多彩的画卷，在大自然中我们能更好

的发现美，感受美，瞧！秋天来了，我们一起去欣赏那些迷人的景色吧”。

教师一边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一边为学生展示秋天的美景，如秋天的落

叶、南归的大雁、丰收的景象，让学生在不断体验的过程中进行感悟。

除此之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深入自然，亲身

体验秋天的气息，和秋天的美丽景色，在此过程中鼓励学生表述自己对

秋天的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能够有更好的情感体验，

在进行写作训练的过程中也更加有话可说。 

2.2 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实现有效引导 

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的学习活动处在

无意识阶段，因此，对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学生进行教学，离不开教师进

行引导，在引导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制定有效的教

学策略，首先让学生拥有喜欢训练的兴趣，逐步培养其主动意识，在此

基础上通过教学活动再进行深入引导，并且教给学生相应的方法，使学

生从“想写”变成“爱写”。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互动，让

学生在引导过程中不断动脑筋思考，跟随教师的引导不断发展自身的思

维，从而进行更好的表达，运用互动教学策略，还可以让学生将自己带

入到教师设计的情境之中，学生拥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能够更好的丰富

自身的表达体系。 

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课程《操场上》为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首先创设情境进行课前导入，为学生准备了皮球、球拍等相应的道具，

再用 PPT 出示课文情境图，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小朋友们大家看看，

图上的小朋友在哪儿呢？”，学生能根据教师的问题说出答案，教师再继

续引导“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干什么呢？”，让学生根据 PPT 出示的课文情

境回答，总结学生的答案之后，教师出示了相关的道具，再一次引导学

生“老师手上有球拍、有皮球，你会拿着它在操场上干些什么呢？”，通

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不断的发散思维，根据自身的

想象和实际体验进行语言文字的表现。 

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制定有效的评价机制，对学生进

行积极的评价和鼓励，让学生获得学习自信，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发现

自身的缺点加以改正，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促进写话训练的有效性。

在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积极发挥学自

身的优势，通过有效的评价机制，让学生在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的过程

中不断进步。 

3 结语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由于身心发展的限制，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

行有效的引导，才能初步养成学习意识和学习习惯，并且通过教师的教

学活动引导，才能写出相应的方法。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

用，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通过不断的引导，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欲望的驱使下培养写话训练的意识，进

一步拥有相应的能力， 终提高写话训练的有效性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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