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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重要基础，语文中的写作是学生表达情绪、进行创作的重要途径，因此学生需要熟练掌握运用和表达文字的

能力。小学生尚且处于对新学事物都好奇的阶段，所以小学语文是学生提起对文字写作兴趣的关键时期。写作教学中，应贴合学生实际情况，

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敢于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本文通过结合教材和现实情况对语文写作兴趣的培养进行探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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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学生写作时，会出现无从下笔、内心焦躁不安的现象，往往

创作出来的文章题材单调陈旧无亮点、内容千篇一律无新意。这种状况

的出现原因是在写作中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而是自

己曾经见到的作文中的素材。再一个就是学生阅读量少导致积累的词汇

句式少，即使有真情实感也无法准确自然地表达出来。此时教师就应该

根据问题来帮助学生开拓思维，引导学生自主积累好词好句，提高学生

对语文写作的兴趣。 

1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问题 

现在许多教师在教授学生写作时，仍旧采用传统保守的方式。例如

让学生写作时直接套用作文模板，使学生缺少思考，局限学生思维或者

死板地讲授写作文时的知识点并进行大量的写作练习，以致于学生丧失

写作时的自主性，使得学生渐渐丧失对写作的兴趣。慢慢的，学生只将

写作认为是老师留下的任务来完成，在面对写作时就会出现恐惧和厌倦

的心理， 终可能会致使学生的写作能力进步缓慢甚至下降。 

2 培养学生写作兴趣的方法 

2.1 增加学生阅读时间，提高学生阅读兴趣 

阅读是写作的灵感和源泉，学生在通过阅读时会逐渐对文字产生兴

趣，还会积累大量好词好句、开阔学生的思维。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尽

量多布置一些阅读书籍的任务。刚开始可以让学生自由阅读自己感兴趣

的书籍，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由教师推荐几本内涵丰富、百读不厌、

值得回味的名著进行摘抄，同时让学生记录下自己在阅读时产生的想法

和感受。比如在龟兔赛跑的故事中，可让学生学习到不要像兔子那样骄

傲自大、轻视对手，应该学习乌龟坚持不懈、奋力向前的精神。阅读和

写作时细水长流的事情，欲速则不达，可安排具体的雷打不动的时间段

来进行阅读，让学生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 

2.2 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的习惯，体验生活中的写作素材 

学生写作时的文章应该是由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例和从从中有感而发

的情绪和思考构成的，所以学生周围的环境和发生的事情是学生写作的

重要材料。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根据写作的需要来确定观察的对

象，观察事物或现象时要由表及里，可通过询问学生根据事物或事件从

中感受认识到什么，借此来引发学生思考，拓展学生的思维。例如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些益智的游戏或者公益的活动，体会生活中的善良

和热情，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写一篇作文。 

2.3 培养学生想象空间，开拓学生思维 

小学生年龄尚小，对所有事物都好奇，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教

师也应该根据这一特点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充分利用小学生发散性

的思维，将其运用到作文的创造中。教师可以通过一段生动描写的文字

或悦耳的音乐让学生自由想象画面，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描写

勾勒画面，由此提升学生的想象空间。教师要多鼓励学生思考，培养学

生善于思考的能力，开拓学生的思维，来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2.4 进行多样化教学，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教学模式的单调性，会使学生产生学习疲惫，从而丧失学习兴

趣。由此可知，教师在教授写作时需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师可以将学生

进行分组，让小组之间进行演讲比赛、心得比赛、作文比赛、词组比赛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小学生天生好动、活泼，拥有极大地胜负欲，渴望

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在面对比赛时会格外认真，全力以赴准备比赛。

小组之间的成员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在各种想法的碰撞之下，

会让学生的思维更加开阔，视野也会更为开阔，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被激

发。 

2.5 做好批改发现亮点，激发学生写作自信 

学生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他人的认可和鼓励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老师在批改学生的作文时，不仅要将学生的错误指出，还需要在 后加

上一句鼓励或者赞美的话，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也可

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自信。老师批完作文之后可将作文再次让学生自主修

改、完善，提高学生的修改能力。在发现学生优秀的作文之后，可以将

作文作为范文进行诵读并进行讲解，让其他学生学习的同时增加了学生

写作的积极主动性。 

2.6 教授学生写作方法，运用写作技巧 

教师可以利用几篇优秀的例文进行示范，依据学生写作水平，进行

相应程度的讲解。勾画出其中所用到的技巧比如拟人、比喻、排比等手

法，让学生进行仿写来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知识类讲解一般较为枯燥，

需活跃课堂气氛来提高学生注意力以此让学生更好掌握方法和技巧。如

在讲解怎样描写人物时，教师可以提供一张人物图片让学生先自己描写，

后显示范例，让学生进行自己比对，在提高学生注意力的同时也能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 总结 

小学写作教学的模式多样，教师需不断创新教学方式，转变教学理

念。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日之功，需要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付

出和努力。写作能够体现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在生活中的用途广泛，因

此，写作能力需要从小培养。学习写作中 重要的便是激发学生对于写

作的兴趣，教师的鼓励和正确有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写作自信和学习

兴趣的激发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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