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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写作是小学语文的重要组成，培养小学生写作的

兴趣，让小学生爱上写作，不仅有助于学生语文学习成绩的提

高，而且对于学生智力、情感的发展与成长都有重要的意义。
教师可让学生通过充分利用生活、文学作品、多媒体设备等教

学资源，培养小学生写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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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是语言与思维的产物，教会小学生学会写作、爱上写

作，即教会学生怎样表达情感，怎样有效思考，因此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非常重要 [1]。 但写作兴趣的培

养并非易事， 需要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的学

习特点， 充分利用一切有效的教学资源， 并巧妙抓住培养时

机，系统而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培养。
一、感知生活乐趣，培养写作兴趣

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像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老舍先生的《北平的秋》都是来源

于生活的好文章，小学作文也不能与生活相脱离，教师必须认

识到生活与作文紧密相连。教师要引导学生走进生活、感知生

活，从生活中发现美，从生活中感受到乐趣，进而产生出将这

种美与乐趣用语言、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愿望，即实现了写作兴

趣初步的培养目标 [2]。 首先，教师要引导、培养学生观察的习

惯与能力。如在引导学生写《家乡的桥》这篇作文前，教师就要

引导学生去实地观察，由粗到细、由浅到深，将桥的各项特征

都观察清楚、记录清楚，然后再下笔写作，让文章写得有理有

据，严谨正确。 其次，教师要利用生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写

作欲望与写作能力，例如在万物苏醒、百花齐放的春天组织学

生进行一场春游活动， 在春游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景色、人

物，并将自己的观察与感想及时写下来，将生活落到纸上。
二、通过广泛阅读，培养写作兴趣

阅读是学生爱上写作、学会写作的必要途径。若作文是一

所殿堂的话，那阅读就是通往殿堂的阶梯，通过阅读，学生不

仅能学习、借鉴优秀的写作技巧，还能从中受到美的启发，更

能通过有效的积累，丰富自己的词汇语句，夯实自己的写作基

础[3]。 作文是一种艺术，该艺术的精髓就是美，实际上，通过阅

读一些名家经典我们就会发现， 无论文中描绘的是幸福还是

悲惨，都能让我们感觉到美好，心灵受到震撼，因此鼓励、引导

小学生广泛阅读的目的， 就是要让学生从他人的文字中发现

这种高级的、隐秘的美，并从中受到启发，产生自己想要创作

这种美的欲望，进而对写作产生兴趣。其次，若作文是树，那词

汇就是泥土，语言就是根须，只有在积累了大量词汇与语言的

基础上，作文这棵大树才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才有被润色、
被升华的可能，所以丰富的词汇、得体优美的语言是一篇好文

章的基本保障。 因此教师应该引导、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并在

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摘抄优美的词句，夯实语言基础，便于

日后写作。 另外，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除却引导学

生阅读中国的优秀作品， 也应引导学生广泛涉猎外国优秀文

学作品，在增强学生语言积累的同时开阔阅读视野，拓展写作

思维。
三、巧用媒体设备，培养写作兴趣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类多媒体设备也被应用

于小学教学工作中，因此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培

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例如教师可以有效利用教学时间为学生

播放一些小学生喜欢的影视作品或是经典动漫， 像 《大鱼海

棠》等，通过观看培养学生的感知力、观察力，并以此为载体让

学生写观后感，锻炼学生的写作技巧。 其次，教师也可以利用

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 并从中培养学生的

写作兴趣[4]。例如给定学生一个作文题目“冬天的森林”，并搜集

一些冬天的森林图片通过幻灯片为学生播放， 在学生开始写

作前为学生讲一些森林中的动物以及在冬天发生的事情，然

后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大胆创作，写出一篇童话作文，在文章

完成后， 可以组织学生在班级内朗读或是小组之间进行分享

阅读，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想象力，也能够

通过阅读他人的作品认识到自己思维的漏区， 在日后的写作

中也会思考得更加全面。
四、丰富作文教学，培养写作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喜欢灵活多变的、充满趣味的事物，因此

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这一认知特点，以

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将作文教学变“活”，并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写作

兴趣。 如在写《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这篇作文时， 先有目的地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像拔河比赛、老鹰抓小鸡等，
活动完成后， 引导学生进行口头训练， 将自己在活动中的所

见、所想在口头上表达出来，以便在写作时思路清晰。 学生对

作文有了思路，也就不会再恐惧写作，写作兴趣也就能慢慢培

养起来。
总而言之， 写作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也至关

重要，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认识规律，充分利用各种

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爱上写作，学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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