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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写作教学是高年级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板块。 但目前小学高段的学生习作中存在着说空话、 说假

话、说套话的现象。 教师要通过创造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模式、
拓展学生的阅读面、设定学生感兴趣的写作主题，从而提高学

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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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的作文教学，主要是看图写话的形式，通过图

画的内容或图画内容的发展变化， 来引导学生进行语言组织

和表达，但是到了高年级阶段，对于学生写作的要求提高了，

习作要求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具备完整的叙述一个事件并表

达自己对该事件看法的能力， 同时要求有清晰的思路和流畅

的语言以及真实的情感。在小学语文高年级的习作教学中，应

当注重对学生思维、立意和表达几个方面能力的训练，使学生

想写，并且会写，使习作有思想，有立意。

一、创造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表达能力

在语文作文教学中，不能只为写作而写作，对学生思维能

力的训练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一篇好的作文，并不

是天马行空的“胡言乱语”，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的。写作更

不是一个单一的写的过程，而是对学生观察能力、理解能力、

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综合反映。 其中思维能力决定文

章的整体构架和写作质量， 表达能力则是对思维能力的一个

反映。在小学语文高段的习作教学中，应当经常让学生进行换

角度的思考，为学生创造广阔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

力。 例如，在学习完《草虫的村落》这一篇课文时，可以让学生

试着从草虫的视角来描写一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感受；教

师可以在课堂上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即性演讲、 成语接龙的活

动，使学生在与他人的实时沟通中主动积极思考，以激发他们

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不仅使学生的思考和表达更加具有

条理性和逻辑性， 而且在这样的训练中让学生学会从不同的

角度去思考、描写同一件事情。

二、拓展学生的阅读面，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只有具有深厚而又广泛的阅读积累， 才能打开更广阔的思维

大门，找到更独到的思维角度，才能够在写作时不落俗套、文

思泉涌。因此，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想写好作文，先得帮助学生

打开书海的大门，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

读书，高年级更应该如此，我们可以引导和鼓励学生坚持撰写

读书笔记、书评、人物素描，这是一个带着个人思考与判断对

阅读内容进行总结、分析、点评的再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去表达，既不会无话可说，而且又

带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真正的阅读既是一个厚积的过程，又是一

个训练思维能力的过程；既是一个积累语言的过程，更是一个习

得观察、思维等方法的过程。

三、设定学生感兴趣的写作主题，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表达能力

许多学生在作文课上觉得无话可说，而又必须去完成教

师布置的作文，逼不得已，产生了背作文、抄作文的现象。 而

造成这一 现 象 的 原 因，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我 们 教 师 的 要 求 和 评

价习作的标准造成 的，比 如，许 多 教 师 总 是 要 求 学 生 在 作 文

中 能 够 表 达 出 一 些 助 人 为 乐 、拾 金 不 昧 、追 求 诚 信 、崇 尚 卓

越、保 护 环 境 等 等 的 积 极 的 思想与立意，只是这些缺乏生活

观察与深切体验思考而硬塞给学生的“立意”，只会令学生更

加机械地理解立意， 从而图解式地编造出某个事件或者挤出

一大堆的空话、大话、套话。试想，没有对生活认真而深刻的观

察，没有对观察到的生活作深度的思考，怎能有真实的、富有

情感的表达呢？

“写作”应当是对“内心”的表达，应当是充满激情和真情

的，而不是虚情假意和无病呻吟。在小学语文高段的作文教学

中，教师最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引导学生

在作文中求“真”，要求学生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鼓励他

们在作文中表达喜悦、伤心、愤怒、不满等真实情绪，而对于形

式、规范、优秀等方面的东西不要做太多的要求。 比如，可以根据

教学内容，为学生布置如《成长的烦恼》《我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

等更接近于学生的真实生活的话题作文， 学生对这样的主题有

体验、有思考，也有许多独具个人色彩的想法，这样写起来才更加

有兴趣，才能够积极地调动自己的思维，进行主动的表达。在这一

基础上，教师再对学生的措辞、写作技巧、文章结构等进行有针

对性的指导，学生自然能写出好文章来了。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任重而道远。在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

教师应当创造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模式， 努力拓展学生的阅读

面，并且设定学生感兴趣的写作主题，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表达能力，使学生善于思考，精于表达，从而提高学生的习

作水平，提高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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