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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写作是一种自我的成长，也是一种生命的成长、万物的成长。对一个人的各方面发展都非常重要。只有会写作，人才会表达。通过

多角度的进行写作，学生会发现，很多没有色彩，没有生命的物件，在被文字描绘的世界里，仿佛有了生命，它们有了来源，也有了归处。

在小学阶段，教师们需要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从而让他们感受生命之美、万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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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多半还处于一个入门水平。教师在培养小学生

的写作兴趣时，千万不可以操之过急。在本文中，将针对小学语文教学

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来进行一些浅析。 

1 小学生如何练习写作 

对于人来讲，学习写作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它并不是一蹴而就。

写作需要有思考，需要有阅历，需要拥有正确的三观，才能写出一篇较

为优秀的文章。但是对小学生来说，写作并没有那么麻烦。有些学生并

不是对文章写作没有兴趣，而是从一开始就对于文章写作存有错误的观

念，认为它很可怕。于是也认为自己不会写作，因为自己无话可说，无

话可写。更有甚者，认为写作是个大工程，害怕自己写的不好被笑话，

就不想下笔。这其实是因为学生缺乏观察，缺乏思考。 

教师在语文写作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克服这种对未知恐惧的心理。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多半除了家庭生活就是学校生活，没有太多的阅

历，所以需要他们掌握的写作技能并不高，只要掌握基本功就可以了。 

所以，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将看待写作这件事的心态放轻松，只有

心态轻松了，才会逐渐培养并建立起自己的写作兴趣。小学低年级的写

作，多以日记、周记、看图说话为主，需要他们描述简单的事件，或者

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为了变相培养他们观察事物的能力。小学高年

级的写作中，往往加入了一些创新性思维，需要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不

再是看图描绘事物，而是主动的描绘事物，从而给读者创造一些画面。

教师应该循序渐进地，从低到高，分层次的帮助学生培养兴趣，打好写

作的基本功，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 

2 正确认识写作文风 

写作是一个人内心活动的写照，也常常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

有的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渐渐发现，自己仿佛写来写去，都是一个模式，

就会觉得有些无聊，亟需一些新的尝试，却无奈阅历有限，心有余而力

不足，最后反而写不好文章。 

教师应该正确指导学生，教学生理性、理智的看待一个人的文风。

一个人的文风不仅仅是跟性格相关，还与成长阶段、成长经历有关。有

些人，即使到了成年，他的文风也会随着时间和经历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这是由于他阅历的增长，以及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有的

人，在小时候喜欢用较为轻快的方式进行写作，成人之后也很有可能会

喜欢用较为严肃的方式进行写作。 

所以，对小学生来说，不要强求文风这件事，也不要急于固定一种

文风，而是应该进行多角度尝试。对小学生来说，能够畅所欲言、淋漓

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就够了，因为他们的思维是无边无际的，切

忌用一种文风禁锢了他们发展的可能。 

3 以不同方式培养学生写作兴趣 

3.1 创新引导法 

教师在培养学生写一篇作文时，应该引导他们从特定的角度去写，

帮助学生谋篇布局。有的角度是学生们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想的到的，教

师所提供的帮助，可以让学生做到心里有数，这样就给他们了一种尝试

的可能。写作不仅仅是与他人沟通，也是与自己进行对话。写作不仅仅

是让他们懂得自己的途径，也是一面镜子，可以让自己懂得自己的方式。

通过写作，可以建立起人与物、人与人、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情感的桥

梁。 

写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真情流露，它可以是真实事件，也可以

是由真实事件所映射的一个观点。例如，我们在新闻上，看见有小学生

扶老奶奶过马路，还看到有些见义勇为的人抓小偷等等，学生就可以从

自己的立场出发，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相信每个学生都有

很多话可以说。 

3.2 教学引导法 

小学语文课文其实也是由很多他人的“作文”所组成。教师在讲授

一篇课文的时候，也可以带领学生，依照作者的方式来进行写作。比如，

有些课文中的古诗里提到了“茅屋”，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去描述，自己

内心所想象的茅屋是什么样子。还有些课文中抒发了松树、莲花灯植物

的品质，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去描写更多。还有一些课文中所描述的东

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每个都在用或者能够引发共鸣的，教师

应该让每个学生都试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例如，在小学课文中《走遍天下书为侣》，正是需要学生明白书对一

个人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教人知识，还帮人建构了一种思维、一种格局，

可以说，书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教师在教授这节课之后，也可以布置

一个作业，让学生们谈谈自己对书的看法，谈谈自己与书的故事。在不

断地积累中，强化学生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审美能力，最后写

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4 结束语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很小的时候，写了一片文章，长大

之后会觉得如果是现在的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写。小时候的一些思想与

看法，成长到了某一阶段，渐渐变得无法认同。那是因为人的改变是动

态的。但是仍然，很多人在成年后，回头看自己小学写的作文，也常常

觉得很有趣、很可爱。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鼓励学生多写、

多记，让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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