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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写作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既能复习所

学的语文知识，又能判断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是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运用正确的教学

策略，激发和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和能力，是语

文教学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推》对于“写作”的目

标有明确规定：第一学段定位为“写话”，第二学

段为“习作”，这样做正是为了降低学生写作起始

阶段的难度，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与自信心。如

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能力，是我们在

写作教学中要探索的一项工作。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以下是笔者在日常实践

中的一些做法。

教学生在阅读中积累并丰富素材

教材中的每篇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教

师要指导学生熟读、背诵教材中的优秀篇章、精

彩片断、优美语句，使学生从中得到较多的语言

储备，如果长期坚持下去，一些教材中的精美语

句自然会成为学生自己的素材，进而在写作中文

思泉涌。阅读也是语言积累的重要手段，因此，

在语文教学中，必须要重视阅读教学，通过采取

多种手段，去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不但在语文课

堂中重视阅读，还要重视课外阅读，教给学生选

择书目的方法，让学生有效选择合适的书刊，特

别是那些适合学生阅读的科普读物、文学书刊。

在大量的阅读中，丰富学生的词汇，锻炼学生的

思维。

让学生在模仿中培养文风

茅盾曾说过：“模仿是创新的第一步。”小学

生年龄小，受知识经验的限制，要独立创作会比

较困难。模仿因为针对性强，有法可循，可以降

低学习的难度，再在老师的一一引导下，这样的

模仿练习会收到明显的效果。例如：在教学《花

钟》第一自然段后，指导学生进行片段创作，学生

们写出来的片段惊艳到我：花团锦簇，分外妖

娆。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早晨七点

左右，雍容华贵的牡丹花睁开了朦胧的双眼；九

点，艳丽的蝴蝶兰倾情绽放；中午十二点，向日葵

昂起了金黄色的脑袋向太阳公公频频问好……

但也不能一味地模仿，必须适当加以创新，培养

好文风。

鼓励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

茅盾还说过：“应当时时刻刻身边有一支铅

笔和一本草稿簿，把你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随时

记下来……”所以教师要鼓励、引导学生做生活

的有心人，全景式的扫描生活，把对生活的真切

感受及时记录下来，多写片段，多记日记。这样

不仅可以得到一种精神享受和乐趣，而且可以大

大提高写作水平。为此，在平时作文教学中，我

们可以要求每位学生每周至少练笔两三次，大至

对时政国事的评论，小至遣词造句。学生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练习，笔头熟了，素材也就丰富了，写

作时自然会水到渠成。

批改学生作文时要多肯定少批评

批改习作时，我们要抱着保护孩子写作热情

和兴趣的态度来批改。批改时要做到时效性和

“因人而异”：对于刚刚开始习作的小学生来说，要

尽量肯定他们的优点，对那些闪光点尤其要加以

肯定呵护。即使有些学生的习作并不见佳，也得

用委婉的语言指出不足之处。哪怕一个好词或是

一个好句子，我们也应多给予赞美，去保护迸发出

来的思维火花。若教师把学生作文评得一无是

处，这不仅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而且打击了他们

的写作兴趣，误认为写作是件“高不可攀”的事，难

以“登堂入室”，从而对写作多了畏难情绪。

要鼓励学生多创作多发表

“乐此不疲”一词告诉我们兴趣是学习的关

键所在，是鼓舞和推动学生创作的内在动力，也

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作文教学

中，必须鼓励学生创作，推荐发表文章是激发学

生创作的一个好办法。如：班级可申请微信公众

号，每周定时在上面推荐孩子平时习作的优秀文

章，也可向《处州晚报》投稿，用多种方式来激发

学生创作的欲望，从而提高他们的习作水平。

总之，习作教学是小学语文的重要组成部

分，写作能力的培养更是一项长期的教学任务，

老师需要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写

作兴趣，根据学情循序渐进地进行写作练习，从

而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浅谈提高小学生写作兴趣和能力的策略
莲都区梅山小学 吴丽琴

我国著名学者叶澜曾经说过：“教育就是一

种为了提高人的生命活动质量的社会活动。”从

这句话中可以明显看出：生命即为教育的原点，

更是德育的原点。学校德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

促进学生实现生命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唤醒其生

命意识,提升其生命价值。因此，作为一名合格

班主任，必须在德育过程中有的放矢地渗透生命

健康教育，让生命健康教育成为德育的重要主

题。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生命之花即将开放

的阶段，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思想道德是必不可少

的，尤其需要对他们进行生命健康教育。那么，

班主任究竟如何对小学生加强生命健康教育

呢？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追求教育的真谛，促进生命智慧的发展

班主任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班主

任应成为小学生生命健康的引导者，不断追求教

育的真谛，从而促进小学生的生命得到智慧的发

展。

记得一个班主任给学生讲述过这样一个故

事：一位中国的老太太一辈子省吃俭用，最终在

60岁的时候购买了一套心仪的房子；而另外一位

美国老太太，她在 20 岁时就已经购买了一套房

子，但是却欠下了银行的大笔贷款。这位美国老

太太，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 60 岁时还清了银

行的贷款。说完这个故事后，接着让学生对此问

题展开讨论，讨论究竟是美国老太太的贷款买房

好，还是中国老太太攒够钱之后再买房好。

问题抛出后，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

班主任的引导下，大家对两种购房方式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贷款买房的老太太虽然在 60岁时才

还清银行的贷款，但是在还款期间这位老太太也

同时享受了 40年的居住时间。而那位中国老太

太虽然在 60 岁的时候买上了心仪的房子，但是

却失去了几十年的居住时间。对于中国老太太

的思维来说，攒够钱再买房可能对她来说更加踏

实。最终大家一致认为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

太都没有错，只是二者对生命的感悟不同而已。

在对别人进行点评的同时，同学们在无形中也建

立了自身的生命价值观。

抓住日常动态生成，让学生体验生命价值

与传统的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刚性”课堂

相比，新课程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更多体现了“柔

性”的特征。这也是生命健康教育所具备的条

件。所谓的生成性主要是指在生命健康教育的

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可以激发学生举一反三的思

维，让学生在举一反三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的真

谛。所谓的多元性，主要是指教师在开展生命健

康教育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产生标准唯一的答

案，引发中学生更多地展开对生命的思考。

有一名小学生向班主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最近我们集体阅读了小说《项链》，请问老师对小

说中的玛蒂尔德有何看法呢？”这样的问题让班主

任有点措手不及，因为自己并未读过这本小说，但

是班主任灵机一动，将问题抛给其他同学。

问题抛出后，有同学认为马蒂尔德是一个贪

图享受的人，有同学认为马蒂尔德是一个真假不

分的人，有同学认为马蒂尔德是一个爱慕虚荣的

人。听到同学们的种种回答，班主任又问：“难道

马蒂尔德的一生就没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肯定的

吗？她的一生真的那么失败？”

听到这样的问题，同学们对刚才的回答重新

进行了反思。有同学认为马蒂尔德在把项链丢

了之后，又买了一条项链还给别人，可见其诚

信。有同学认为马蒂尔德为了还清债务苦苦奋

斗一生表现出她的吃苦耐劳精神。对于学生的

见解，班主任也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在上述

学生对马蒂尔德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他们在无形

中也体会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多元文化不断对小学生的思想产生

剧烈冲击，很多小学生的生命价值观产生错乱。

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班主任，必须在日常教育教

学过程中有的放矢渗透生命健康教育，让生命健

康教育成为班主任德育工作的永恒主题。

生命健康教育是班主任德育工作的永恒主题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何妙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