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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小学中年级起步阶段的作文教学中，大多数语文教师

遇到过这样一个难题：学生怕上作文课。分析原因，我们可

以罗列出许许多多，其中最根本的是学生不知道写什么，也

就是作文素材相对贫乏，因此，许多学生失去了写作的欲望。

那么，在小学中年级学生的写作起步阶段，如何避免学生写

作时“无米下锅”，而让他们有话可写、有话会写、有话乐

写呢？

一、体验让学生有话可写

（一）创设体验情境，积累习作素材

心理学认为，情境对人有直接的刺激作用。一个具体生

动的情境，可以引起学生的亲切感和新鲜感，从而调动大脑

皮层的优势兴奋中心，提供想象和思维的前提，使学生在一

种轻松愉悦的情绪下学习和创造 [1]。小学中年级习作教学应

当关注学生写作时的心理，使习作易于动笔，学生乐于表达。

在作文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写

作的欲望。

有一次，课堂一开始，笔者告诉学生要进行一次考试，

选拔优秀的学生参加南京市语文竞赛。试题一共有 20 道，但

考试时间只有 3 分钟。刚一发卷子，学生就埋头做了起来。

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想要完成这个试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当笔者说考试时间到的时候，很多学生不愿放下笔。这时，

笔者又让学生读一读最后一道题目：如果读完了题目，请你

做第二题。第二题的题目是请你写下自己的名字。顿时，全

班哗然。接着，笔者又让学生说说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情是

如何变化的。考试前的期待，考试中的紧张，考试后的遗憾

和失望，情感变化让学生通过习作《没有想到……》表达出来，

学生有很多话要倾诉，写起来自然非常顺手。

（二）抓住体验时机，积累习作素材

生活常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事情的发生、

演变过程中，学生的情感始终随之而变化，这是一种最好的

生活体验。因此，教师应该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即时捕捉到

有意思的事例，对学生进行指导。

在一次作文课上，笔者正忙着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室里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鸟叫声，最后发现是一位同学的

电子表的闹铃。这个课堂“小插曲”从发生到结束只有短短

的几分钟，学生的情感变化却是很明显的，于是笔者抓住这

一契机，将作文题目改成了《教室传来鸟叫声……》。笔者在

帮助学生回味当时的情景和心情后，他们有了高涨的写作兴

趣，写起来也下笔如神了。

这样的情境常常出现在生活中，如观看了一场表演，一

只蜜蜂飞进教室，无不是体验的大好素材。在小学中年级习

作教学中，教师要做有心人，将生活素材与作文教学及时对接，

在这样长期的训练中，相信学生捕捉习作素材的能力会得到

进一步提高。

（三）体验联系生活，积累习作素材

体验是以感官的参与为基石的，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用耳朵去警觉，用双手去感受，用鼻子去区分。

二、读写结合让学生有话会写

（一）升华情感，大胆补白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准确把握文本的情感脉络，对作

者的思想、人格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析，注重对文本情感的

生活化的解读和阐释。课文中，有很多的情感高潮，作者本

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想法，往往会留下省略号让读者思考。

教师可以抓住文本的情感点，让学生进行大胆补白，这样的

训练使学生的习作有内容、有感情，相得益彰。

（二）体验角色，发扬个性

阅读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取知识技能的重要场所，也是学生

积淀文化，体验情感的广阔空间。因此，在阅读课上，教师应

引导学生深入文本，透过语言文字，与作者、文中人物角色进

行心灵的碰撞，闪烁思维的火花，从而拨动情感之弦 [2]。在阅

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转换角色，体验人物内心情感，加

强个性体验，进而使他们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找到心理

活动的读写训练点，为学生提供写作方法的指导。

（三）激发想象，敢于创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对学生的作文

提出了新要求：“能写简单的记叙文和想象作文”“激发学生

让“无米下锅”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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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想象和幻想，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想象作文切合小学

中年级学生富于幻想的天性，减少了对学生的约束，为他们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有积极的作用。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抓住读写结合点，让

学生大胆想象、敢于创新，进而促进他们写作能力的提高。

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四年级上册《恐龙》一课后，笔者

让学生大胆想象并进行片段写作：假如你来到恐龙的世界，

你还能看到哪些新奇的物种，抓住它们的特点写下来？对于

这个小练笔，学生兴致盎然，且各抒己见。

对于小学中年级的学生，教师不妨解放思想，大胆放手，

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先让他们的思维放得开，然后引

导学生进行合理的想象。

三、日记让学生有话爱写

习作能力的提高离不开长期有效的训练，中年级的小学

生处于习作能力培养的关键期，日记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应

当引起教师的重视。

（一）勤写日记，体验生活中的点滴

在小学中年级作文起步阶段，写日记是很好的练笔方式。

所以，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体验生活中的点滴，经常写日记、

读后感、观后感。日记是记录自己生活体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常常能捕捉到生活中的灵感。长期写日记对学生的作文是很

有帮助的，不仅能培养和锻炼表达能力，见证他们的成长历程，

还有助于学生养成善于反思的好习惯。

（二）批改日记，进行体验的交流

除了关注学生的写，教师对学生日记的批改也很重要，

可以增进师生间的心灵交流。日记写作不规定字数，只要求

学生将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亲耳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

这便是学生真实的体验。教师在批改日记时，不能只进行“等

第”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写出相应的感受，和学生的情感产

生共鸣。

结  语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小学中年级习作起步阶段，受学

生心理、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影响，确实作文教学难度颇大。

不过，还有一句话叫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通过体验、

读写结合及日记等多种方式的灵活运用，相信在小学中年级

起步作文教学中，教师一定能陪着学生披荆斩棘、翻山越岭，

最终使学生徜徉在快乐习作之路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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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传统教学中的死记硬背

已逐渐被取代，教育事业更是向着现代化社会改革的方向前进。

语文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理

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学生思想文化修养，是教学过

程中的核心目标，也是最基础的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中如

何落实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是值得探究的。

一、阅读中积累好词佳句

语文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学科，在进

行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中，不仅要多读，也要在阅读过程中

进行语言材料的吸收和积累，在理解词汇、句义的基础上，

将积累的语言材料进行灵活的运用。平时，对于储存、积累

的词语、佳句、文章等也要及时背诵，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合理

安排背诵步骤，使用正确的背诵方法，提出背诵任务和要求，

给予充足的背诵时间，及时检查背诵的效果 [1]。

例如，在教学《大瀑布的葬礼》一课时，教师先引导学生

自由阅读，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自由品读，领略大瀑布雄伟壮

观的气势。在学生赏读的同时，教师可以播放瀑布实景视频，

让学生更真实地体会瀑布奔流而下的壮观景象。待学生情感深

入本文后，教师可要求学生勾画出文中令自己感触最深的语句，

并给予学生全面的分析解释。如作者在描述前期大瀑布时写：

“汹涌的河水紧贴悬崖咆哮而下，滔滔不绝，一泻千里。”“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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