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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技巧
文/邹玉珍

一、培养写作兴趣，激发写作热情
要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技巧首先要培养小学

生的写作兴趣。小学生对写作不感兴趣是导致写作能
力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可以通过开设展示
学生自己作品的专栏，让学生的辛勤劳动得到应有的
肯定；教师也可以在写作课在课上提供一些让学生相
互交流自己作品的时间，让他们能在同龄伙伴身上获
得较为直观的经验教训，从而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同时，家长可以让孩子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贴在房间
的墙上，让每一个来家里的人都看见。通过这些简单
可行的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写作兴趣，从而激发孩子们
的写作热情，让他们体会到写作的重要和乐趣。

二、培养观察能力，坚持写日记
写作的源泉来源于生活，只有培养学生多观察、

多体味生活，才能激发学生情感使写作成为有源之
水。要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就要培养学生细心观察
生活环境的意识，让学生从身边具体的事物入手去
看、去听、去闻、去尝、去触摸，并让学生坚持写日
记。教师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提及自己年少时仔细观
察生活中的特定情景中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样，学生
才能真切感受到观察事物的趣味和重要，才懂得只有
心到方能写出感人的文章。勤写日记是写好文章的关

键，首先，通过坚持每天写日记来提高表达能力，并
认真完成老师每次布置的作文。同时结合课文中的范
文，进行模仿性写作。随着训练的不断深入，就能逐
渐增加创造性的因素，并力求通过一个“活”字，插
上想象的翅膀，从而写出真情实感。另外，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写作水平将同学分为几个大组。这样，组
内写作成员水平相当，让平时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学
习伙伴的几个同学在一个本子上轮流批改日记，学生
之间、家长之间可互相监督，互相借鉴，达到取长补
短的效果。对学生的习作教师可采用师评、学生评、
师生互动的方式，并适当展示学生中的优秀文章，采
用教师改，学生自己改，同学帮助修改的方式改进质
量差的日记、习作，事实上，通过读身边同学的“名
篇佳作”，感受身边的真人真事，享受同一件事不同
看法、想法、写法的乐趣，从而让学生感觉到对写作
的浓厚兴趣、深刻体会、快速提高。

三、激发灵感，引发写作思路
有很多学生写作时感到无话可说，无事可写。

他们总认为要写有意义的事，要写轰轰烈烈、惊天动
地，影响颇大的大事，而对于鸡毛蒜皮、琐碎小事则
感到无必要写，没有内容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学生
对生活缺乏体验，心中缺少对生活真切的感受。因
此，常常一节课过后，有的学生作文本上仍然孤零零
的题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师要激发学生生活联
想，形成生活积淀。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
文材料宝库，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着不可计数的新鲜
事。可惜，有学生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此，
在讲授作文技巧时，教师应经常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比赛，看看谁说的相关指定事物的内容宽、数量
多、质量高、评价准。比赛时，要以身作则，跟学生
一起参赛，说一说昨天有哪些事可以写成作文。学生
听了，心悦诚服，大受启发，纷纷聚首，争相发言。
也有的学生觉得事情不少，可惜没有意义，不能写成
作文。因为他对“有意义”领悟很狭隘，以为只有好
人好事才算有意义。其实不然，凡是对自己或他人具
有教育作用，对事物的认识程度有所提高的事情都是
有意义的。比如，因为“我上课讲话，插嘴，不遵守
纪律，被老师批评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有意义，
他使“我”认识到我做错了。班里的两名同学打架，

摘要：在小学高年级的语文教学中经常会发现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当老师一提到要写作文，很多学生
就眉头紧锁，甚至感到无从下手。他们惧怕写作文，因此不爱写作文。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学生的写作能力和
技巧比较差。本文针对如何培养和激发小学生对写作的兴趣，从而让他们逐步掌握写作的技巧提出了具体的思
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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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坏事，但是他使“我”懂得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
爱。要求学生把这些事情记叙下来，积极动脑，写成
一篇篇有血有肉，棱角分明的佳作。打破这些框框，
学生纷纷开始认识生活，体验生活，思考生活。生活
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变得有意义起来，有了这些写作
灵感，自然会引发写作的思路，这就为作文提供了极
其丰富的材料宝库，也就不会再为无事可写而发愁
了。

四、合理评价，鼓励学生
随着现代教育的飞速发展，教育观念也有了本质

的改变，提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教
师发挥主导作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诚然，学
生是一个有意识、有自觉性的人，而不是任教师摆弄
的胶泥或装填的料场，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人，
都有自己的独特生活经历以及个性特征、知识水平、
人格尊严，学生都有其自主作用和需要独立的倾向。
因此， 每一次的作文，学生都会体现出参差不齐、水
平各异、风格不同的习作。如何达到合理评价，鼓励
学生的效果也是值得老师深思的话题。教师的具体做
法可以将每一次收到的学生作文分为A、B、C、D四大
类。在第一次批改时，教师有意识控制A、B类人数，
只有极个别优秀作文可打A类，修改后有进步的可以升
一级。讲评作文时，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宣读优秀作
文，引导他们仔细聆听，并启发学生评价，说说那类
作文为啥写得较好？好在哪?学生的兴趣将会在无形中

被激发，都会积极踊跃发言，教师再宣读作文评语，
个别学生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评价与教师的有的出自
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教师应适当给予表扬、
鼓励。对那些作文基础较差的学生，要善于抓住他们
文中语言表达中的进步点、闪光点，有进步便予以升
级。同时辅以“表扬信”等通知家长的形式，让家长
配合、参与、评价。通过合理的评价，鼓励学生树立
自信心，从而不断培养学生写作兴趣和技巧。

五、结语
总之，要想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技巧，教师

首先应该从对学生有一个了解；再者，应该鼓励学生
多观察、多积累，但落实点还在于要让学生勤动笔、
勤写日记、周记、总结。俗话说说“笔耕不辍，文墨
常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培
养学生写作兴趣，逐步激发写作热情，不断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引发学生的写作
思路，并给学生的习作进行合理的评价，才能使学生
在不断受到鼓励的环境下不断提高小写作的能力和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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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教学知识内容，将其融入一个完整的教学PPT课件
之中。在正式教学活动开始后，教师首先需要利用微
课向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能够了解相关音乐知识内
容，对音乐学习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在学习观看到
舞蹈学习活动时，教师需要进行让学生跟随视频进行
认真的学习，使其能够跟随舞蹈动作找到音乐中的韵
律，增加学生学习感受程度，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二）适当融入游戏教学，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在进行初中音乐教学活动时，初中音乐教师对于

曲目选择与舞蹈的编排不能过于单一，需要适当的融
入学生学习需求，通过游戏教学活动，让学生能够在
教学活动中彰显出自身的个性，从不同的角度去培养
学生对于音律的认知，让学生能够在音乐教学活动中
寻找出自身的不足之中，并在教师的评价下逐渐加以
弥补，进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游戏与音乐看似没有
任何形式的关联，但是在游戏中搭配音乐既能够让学
生快速理解音乐内容，还可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让
学生能够通过游戏感受音律。

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音乐下册《英雄凯旋歌》
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能够通过积极态度去对待学习活
动，体验巴洛克音乐作品的风格特点，有感情地演唱
《英雄凯旋歌》并能够体会其中的情绪。为快乐能够

让学生在感受音乐中的情绪，教师将学生分为数个学
习小组，让各个小组，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让每个
小组根据自身对于歌词的领悟，对演唱歌词进行有感
情歌唱。

三、结语
将声势律动的教学实践合理地融入初中的音乐教

学内容中,可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学生可以通过主动参
与相关音乐实践活动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节奏感,视听
辨别、记忆、反应、创新和审美等多方面的能力。教
师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应重点把握声势律动的融入原
则,并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到教学过程中,以使得中学
音乐教学效率得到提高，使学生喜欢学习音乐这门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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