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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低年级学生写话能力，应从激发兴趣入手，树立信心，在低年级不必过于强调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的差异，应鼓励学生把心中
所想、口中要说的话用文字写下来，消除写作的神秘感，让学生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态。合理利用现有教材，从字词句入手，进行听说读写的
训练是打好语言基础，提高写话能力的关键。丰富的课外阅读形式，不但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丰富了知识，而且使学生逐渐养成了看书的
习惯，积累语言的习惯，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写话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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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激发兴趣入手，树立写话信心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兴趣呢？我认为首先要做到尊重学生建立

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小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他们喜欢听表扬的话，过多的批评指责不仅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使他

们丧失信心，产生自卑心理，在课堂上不敢说，不愿说。因此在课堂上

应当正面引导学生，对学生说的不好的地方，应该要先肯定成绩，然后

指出不足或提出建议，重在表扬鼓励，尤其是对语言基础差的孩子要适

当降低要求，更应以鼓励为主，哪怕是他说了一个好词，教师也应及时

表扬进行鼓励，激发其写好习作的信心，克服畏难情绪，知难而上，从

中感悟到需要和满足。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又激发了他们的上

进心以及对写话的兴趣。 

其次作文教学不应局限于课堂，应该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设计有

意义的、新奇的、有趣的情景。激发学生写话的欲望。让学生走出课堂，

在自然中，在各种活动中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素材。比如下第一

场大雪时，我把孩子们带到操场上，让孩子们看一看，摸一摸，找一找，

说一说，学生们兴趣盎然，无拘无束地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观察到

的景象，说自己对冬天的感觉……有的说：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真美

呀！有的说：老师学校的树上白了，地上也白了，像盖了一床白被子。

有的说：老师，雪花落到我脸上，冰冰凉凉的的，挺舒服的。还有的说：

等雪停了，我回家以后可以和爸爸堆一个大雪人了，多高兴呀……在学

生说的基础上，再要求学生把说的话写下来，写话变得容易了，大大激

发了学生写的兴趣。古人有一种很好的写作理念，认为写作应该从写“放

胆文”起步，逐渐过渡到，写“小心文”。即在学习写作的初始阶段，

不强调种种规矩，而是让孩子放胆去写，就像对初学走路的婴儿，首先

是让他有迈开步子自己走路不要人扶的勇气，这时候走路的规矩和技巧

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因此，在低年级不必过于强调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

的差异，应鼓励学生把心中所想、口中要说的话用文字写下来，消除写

作的神秘感，让学生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我手写

我口”。 

“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引导学生关注

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在写作初始阶段的目标设定中，特

别强调情感态度方面的因素，把重点放在培养写作的兴趣和自信上，才

能让孩子愿意写作，热爱写作，变“要我写”为“我要写”。 

2 从挖掘教材入手，打好语言基础 
首先培养学生养成认真听话的习惯，训练学生说完整连贯的话。主

要指导学生说简单的完整句，逐步训练学生会说写以下几种基本句式⑴

谁干什么⑵谁是什么⑶什么干什么⑷什么是什么⑸什么怎么样⑹谁怎么

样⑺什么地方有什么⑻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⑼什么时候谁在什么地方干

什么。同时还进行给半句让学生补充句子的训练。刚开始训练以说为主，

学完拼音以后就鼓励学生用拼音写话，逐步实现由说到写的转换。 

说和写是两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能力，我们常说出“口成章”“下

笔成文”，“出口成章”正是“下笔成文”的基础。儿童想把自己丰富

多彩的内心世界和脑子里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向别人倾诉，可拿起笔又

不能成文，这正是他们出口无章引起的。因此，写话训练遵循先说后写，

说写结合的原则才能使说和写的能力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在有丰富材料的前提下，学生会很乐于把自己

想说的表达出来，只要在给予相应的指导，他们就会用文字来记录。学

生写话，源于对生活的感受、体验、思考与表达，是有感而发。学生写

话，应该是心甘情愿或是迫不及待地把看到的和想到的表达出来，而不

是强迫他该写什么。然而，低年级学生年龄小，对外界事物缺乏敏锐的

观察、思考能力，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起点低范围小，有时

老师让他们写话，他们往往无从下手，不知该言何物。这就需要在老师

不断地帮助下，睁开眼凝视万物，竖起耳朵倾听万籁，敞开心灵感悟生

活，激发陶冶热爱生活的情趣，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我让每位学生每

人准备了一个本子，称之为“一句话本”，学生可以自己取上一个喜欢

的名字，坚持写一句话几句话。在这个本子上可以按要求写句子，也可

以绘图或贴画写句子，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还可以摘抄自己喜欢的句

子。早读时间，让他们自己读自己写的句子，评出“写话小能手”，学

生积极性很高。同时结合阅读教学引导学生背好词好句，积累语言，教

材中有些有趣的童话故事，根据儿童喜欢童话故事的特点，学完之后鼓

励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用自己的语言给课文续编故事。 

3 从课外阅读入手，提高写话能力 
我国伟大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话深刻揭示了

阅读与写作的内在联系。除了有效的课内阅读，应该让学生有充分的时

间去阅读儿童报刊，童话故事，浅显的科普文章，去看电视，上网阅读，

以扩大儿童的知识面。为了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尽量减

少作业量，科学的布置作业很有必要。我要求学生每天课外阅读时间不

少于 30 分钟，并请家长协助督促。刚开始主要读与课文配套的阅读教材，

并且专门挤出时间进行课外阅读指导和检查评比，相互交流自己学到的

好的词句，或划或抄，逐渐过渡到看课外书籍，进行阅读比赛，评出“读

书大王”，发放小奖品进行鼓励。班级成立“读书角”，向同学推荐好

书，使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也有书看，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扩大

了学生的视野。这些做法不但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丰富了知识，而且

使学生逐渐养成了看书的习惯，积累语言的习惯，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写话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低年级学生写话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教

师采取新颖多样的形式，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创

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激发学生兴趣，解放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去想；解

放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去看；解放他们的嘴巴，让他们去说；解放他们

的耳朵，让他们去听；解放他们的鼻子，让他们去闻……将写话与学生

的生活需要、个性发展、人格塑造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课程目

标对写作层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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