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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

小 学 习作教 学的 问题与对策

— 对小学习作教学若干基本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吴亚西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基础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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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新课程 实施中
,

小 学习作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不容 回避
。

主要表现为
:
小学生

习作兴趣不高
,

习作时感到没有材料可写
, “

虚假 习作
”
比较普遍

,

习作量相对偏

少
。

基于对小学习作教学的调查研究
,

我们提出
:

习作教学要重视对习作活动的主

体— 学生的研究
,

要尽量激发学生 习作的情感 ; 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
,

学会

发掘
、

积 累习作素材
;
要减 少命题等对习作的束缚

,

明确文学作品和小学生习作的

区别
,

强调 习作内容的真实性 ; 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小练笔增加 习作量
。

关键词
:

小学语文
; 习作教学 ; 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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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习作教学一直是困扰师生的头等

难题
。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吕叔湘先生就曾

以
“

少
、

慢
、

差
、

费
”

来概括当时中小学语文教

学的突出问题
。

在笔者看来
,

用这四个字来描述

语文教学中习作教学的流弊
,

同样十分恰切
。

吕

先生的话音已飘过了三十多年
,

习作教学的理念

与实践始终都在求变创新
。

特别是新课程实施以

来
,

这种变化更为显著
。

新课程实施中
,

小学习

作教学还存不存在问题
,

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为

此
,

我们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几十所小学的习作

教学情况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查
。

现就调查中发现的几个主要问题及 由这些问

题引发的策略性思考分述于下
。

一
、

关于小学生 习作兴趣的问题

小学生习作兴趣究竟如何? 在抽样调查中
,

我们作出如下统计
:

调调 查内容容 调查人数数 非常喜欢欢 比较喜欢欢 不 大喜欢欢

习习作兴趣趣 1 9 4 7 人人 4 5 9 人人 82 5 人人 6 6 3 人人

((((((( 2 3
.

6 % ))) ( 4 2
.

4 % ))) ( 3 4 % )))

数据显示
,

较新课程实施前
,

小学生喜欢习

作的比例有所提高
,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

观
。

不喜欢习作的学生占 34 %
,

这仍是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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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比例
,

而非常喜欢习作的学生只有 23
.

6 %
,

这个比例尚不尽如人意
。

那么
,

影响小学生 习作兴趣的原因有哪些

呢 ? 若从习作教学过程来归因的话
,

我们以为这

种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

1
.

忽视习作活动的主体
。

写作是个体生命

的运动
,

是一个
“

意一言一意
”

的多次循环转换

过程
,

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
,

其难度显然

大于语文的单项训练
。

然而
,

在习作教学中
,

教

师对
“

文
”

的关注过多
,

对习作主体— 学生关

注过少 ; 对文章的结构和方法指导研究过多
,

对

学生习作的个性心理研究过少
。

无倾吐对象
,

无

表达需要
,

习作主体缺乏内在动力
,

没有情感的

投入
,

使得习作过程不再是儿童内心情感的宣泄

和生 活的抒写
。

习作成为学生被动应付的
“

任

务
” ,

文字成为他们被迫发出的
“

吼声
” 。

2
.

习作教学要求过高
。

新课程实施前的小

学语文教学大纲
,

对小学习作教学提出了思想和

表达技巧方面的诸多要求
,

这些要求都存在偏高

的问题
,

不切学生实际
。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 (实验稿 ) 》 ( 以下简称 《语文课程标

准 》 ) 在对学生的习作要求上
,

虽有降低
,

但不

少教师仍然把小学生作文当作
“

文艺创作
”

来对

待
,

并将优秀作文的标准等同于文学作品的标

准
。

诸如
“

选材要新
” “

构思要巧
” “

中心突出
”

“

语言要生动
”

成为衡量和评判学生习作的惯用

语
。

这种过高的要求使得小学生因长期得不到教

师和家长的认可而丧失习作的兴趣和自信
。

在新课程背景下
,

针对小学生在习作兴趣上

存在的问题
,

我们如何应对呢?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

学生的情感生活是他们

在学习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源泉
。

新课程习

作教学的基本理念是让学生易于动笔
,

乐于表

达
,

其 目标指向情意
。

因此
,

我们要特别重视习

作主体
,

从学生 的习作心理入手
,

通过诸如问

卷
、

谈话等形式了解学生个体已有的生活经验
,

独特的情感体验
,

习作的困惑
、

渴望
、

需要等
,

诱发习作动机
。

同时
,

我们也要善于创设生活情

景
,

以活动
、

游戏等内容来刺激习作主体
,

引发

他们的情绪体验
,

产生一吐为快的表达激情
。

对于小学生来说
,

要切实把小学生习作的目

标降到儿童应有的认知水平
。

要善于鼓励低
、

中

年级学生写
“

放胆文
” “

想象文
” ,

让他们把文章

写开
,

把思路写活
,

把笔头写顺
,

产生强烈的作

文兴趣 ; l[] 同时习作的内容要贴近学生的实际
,

以他们的生活经验为范围
,

使每个孩子都有东西

可写
。

要鼓励学生开动脑筋
,

从以往的观察
、

经

历
、

体验中寻找适合的内容
,

这样
,

在他们的笔

下要写的内容就会纷至沓来
,

表达的欲望随之强

烈
。

在情感内驱力的作用下
, “

要我写
”

就会成

为
“

我要写
” 。

即使学生在习作中遇到了困难
,

也会在情感的内驱力作用下
,

快速完成自我表达

的需求
。

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勇于倾诉
,

如
,

通过

编写班级周报和写循环日记的形式向别人倾诉 ;

通过写日记
、

周记等形式学会对自己倾诉
,

并经

常组织展示
、

交流等活动
,

给学生以鼓励
。

与此

同时
,

教师要学会
“

蹲下来
”

欣赏孩子们的习

作
。

当小学生习作中出现诸如
“

胆小鬼
” “

你发

神经呀
”

这样的语言时
,

教师既要做到
“

宽容童

言
” “

呵护童真
” ,

不予斥责
, ,

又要加强价值引

导
。

只有目标定准了
,

思想解放 了
,

表达 自由

了
,

学生才能抒写性灵
,

彰显个性
,

心灵的小河

才会流淌出美妙的歌
。

二
、

关于小学生
“
习作源

”

的问题

小学生习作究竟难在哪里 ? 我们从命题
、

材

料
、

思路及写作时间拟定问卷
,

在小学五年级中

展开调查
,

结果显示如下表
。

调调查人数数 题 目不好写写 没有材料写写 写不清楚楚 时间不够够

111 9 4 7 人人 6 27 人人 9 3 1 人人 2 4 9 人人 1 4 0 人人

比比例例 3 2
.

2 %%% 4 7
.

8 %%% 1 2
.

8%%% 7
.

2 %%%

不难发现
,

尽管小学生认为习作困难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

但难点还是集中在习作材料上
。

在

调查人群中
,

认为
“

没有材料写
”

的占 47
.

8 %
,

而认为
“

题目不好写
”

的绝大多数学生从根本上

说也是认为没有材料可写
。

由此可见
,

小学习作

教学在解决
“

写什么
”

与
“

怎么写
”

的问题上
,

“

写什么
”

仍然是习作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

那么
,

如何解决
“

写什么
”

的问题呢 ?

“

生活是习作的源泉
” “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

这些常见的观点讲的都是要解决习作
“

源
”

的问

题
。

小学习作教学首先要为学生打开多扇生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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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

给孩子们创造认识 自然
、

接触社会的机会
。

如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诸如春游
、

秋游
、

参

观
、

访问等活动
,

让学生在触摸多姿多彩的生活

中
,

产生 思想的火花
、

情感的涟漪和审美的愉

悦
,

从而不断丰富他们头脑中的表象和素材
,

从

根本上解决习作时
“

无米
”

的问题
。

其次要引导

学生学会观察
,

并在观察中有自己的发现
,

在经

历中有自己的体验
。

走进生活
,

不等于有发现
。

要指导学生学会观察
,

调动自己所有的感官去

看
、

去听
、

去想
、

去闻
、

去触
,

去发现自己没有

发现的东西
,

去获得自己没有获得的感受
。

只有

用心观察
,

才会有新 的发现
。

圈教师还要经常
、

持久地培养学生观察
、

分析事物的能力
,

并使之

成为一种习惯
。

让学生做生活中的
“

有心人
” ,

培养学生 留心各种各样事物的良好习惯
。

如春夏

秋冬
、

风云雨雪
、

动物植物
、

老师同学
、

课间活

动……景
、

物
、

人
、

事都要留心看
,

动脑想
,

记

在心
。

这样
,

胸中有积蓄
,

习作时就会左右逢

源
。

再次要引导学生多读书
,

在读书中积累知

识
、

思想和语言
。

读书是吸收
,

习作是倾吐
。

只

有吸收得好
,

才能倾吐得好
。

学生在读书中
,

理

解内容
,

提高认识
,

学习作者通过语言文字表情

达意的方法……
“

熟读唐诗三百首
,

不会作诗也

会吟
。 ”

在平时的教学中
,

我们要引导学生多读

书
,

读好书
,

只有读好书
,

随文潜人心
,

好词佳

句才会融于胸中
,

临到习作就会信手拈来
,

得心

应手
。

三
、

关于小学习作真实性的问题

这次问卷调查
,

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小学生习

作的真实性问题
。

湖南省某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所

学校对要求插班进校 的学生作文试卷做了一次专

项调查
。

这些要求插班的学生来 自各县及地级市

周边不同的学校
。

有的来 自城镇学校
,

也有来自

农村学校
,

还有的来 自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
,

调

查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

该校就此次作文反映

的真实性问题做 出不记名的问卷调查
,

结果

如下
。

年年级级 人数数 作文题 目目 写真人真事事 照搬照抄抄 胡编乱造的的

四四四 8OOO
“

六一
”
见闻闻 3 0 人 ( 3 7

.

5% ))) 3 0 人 ( 3 7
.

5% ))) 20 人 ( 2 5 % )))

五五五 9 666 生活中让人感动 的事事 1 9 人 ( 1 9
.

8% ))) 2 9 人 ( 3 0
.

2% ))) 4 8 人 ( 5 0 % )))

六六六 8OOO 生活中我的快乐乐 5 2 人 ( 6 5% ))) 2 0人 ( 2 5% ))) 8 人 ( 1 0 % )))

从上表中的统计数据中可见
:

在四年级学生

的作文中
,

不真实的比例 占 62
.

5 % ; 五年级的

相应比例为 80
.

2 % ; 六年级的相应比例占 35 %
。

若将三个年级平均起来
,

小学生内容不真实的作

文大约 60 %
。

应当说
,

这是一个相当让人震惊

的数字 !

考察小学生的习作失真
,

笔者以为这与命题

能否开放相关
,

与作文评价标准相关
,

更与基本

的作文观念相关
。

从命题上说
,

这次作文
,

五年级是一次命题

习作
,

要求写生活中令人感动的事
。

可能由于学

生年龄尚小
,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生活中许多小事

是令人感动的
,

于是移花接木
、

胡编乱造的材料

相当多
。

四年级的习作题是
“ `

六一
’

见闻
” ,

此

题隐隐透着一股
“

成人味
” 。

六年级的题 目是
“

生活中我的快乐
” ,

比较符合儿童心理
,

限制也

少
,

因此有 65 %的学生能写真人
、

真事
、

真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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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只有给学生更多的自主
、

自由的权利
,

减

少习作束缚
,

才能让学生在已有生活经验上建构

说真话
、

说实话
、

说心 里 话
,

也 才能有真情

实感
。

从习作评价标准上说
,

在平时的阅读教学

中
,

我们可 以让学生 了解文学作品和习作的区

别
,

认识到创作和习作的不同要求
,

防止记叙文

中的虚构
。

要引导学生弄清纪实作文重在记录生

活中的真实的人和事
,

而想象作文中的人物和故

事情节往往是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虚构而成
,

更

多的成分是理想化的
。

从作文观念上说
,

教师尤要 强调
“

言为心

声
” ,

让学生说真话
、

表真情
,

把引导学生做一

个诚实守信的人
、

做一个高尚的人贯穿于习作教

学的全过程
。

提倡学生写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
,

如
,

写受感动的事
,

教师要广开思路
,

使每个学

生都选到适合的内容
、

角度
,

不怕事小
,

但要有



真情实感
。 “

文如其人
” “

作文即做人
” ,

作文与

做人息息相关
。

在习作评价中
,

教师还要特别突

出习作内容的真实性
,

防止片面追求分数
,

而忽

视
“

虚假胡编
”

的现象
。

让学生把习作当作学做

真人的一种历练
,

懂得
“

说真话
、

实话
、

心里

话
,

不说假话
、

空话
、

套话
”

既是习作的要求
,

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

四
、

习作 t 的问题

我们对五年级 1 9 4 7 名学生的习作量也进行

了专题调查
,

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

调查年级
:

五年级

调调查查 每篇习作平均字数数 上学期作文次数数 是否写周记或或

人人数数数数 日字己 (人数 )))

1119 4 7 人人 50 0 字以上上 4 0 0 ~ 5 0 0 字字 3 0 0一 4 0 0 字字 3 00 字以 下下 10 次以上上 8~ 9 次次 6~ 7 次次 6 次以 下下 经常写写偶尔写写 不写写

统统计 (人 ))) 4 5 888 9 2 000 4 5 222 1 1777 2 5444 75 666 7 9666 14 111 7 2000 4 2 888 7 9 999

占占比例例 24 %%% 4 7%%% 2 3%%% 6%%% 13%%% 3 9%%% 4 1%%% 7%%% 3 7%%% 2 2%%% 4 1%%%

从调查表中可以粗略估算出学生每次习作平

均大约 4 50 字
,

每学期习作一般是 7一 8 次
,

一

个学期写 3
.

5 千字左右 ; 63 %的学生一般不写周

记或日记
,

或偶尔写一点
,

估计一个学期平均每

生写 1 千字左右
。

这样
,

五年级学生的写作量为

每学期 4
.

5千字左右
,

依此推算
,

高年级两年时

间每生平均约写 1
.

8 万字的习作
,

中年级平均每

生约写 1
.

2 万字
,

合计 3 万字
。

即小学生在小学

阶段平均每生的作文量为 3 万字左右
。

3万字
,

这样的习作量显然偏少
。

虽然
,

习

作不可专门追求字数的多少
,

然而数量与质量是

一种辩证关系
,

没有一定量的积累
,

很难达到质

的飞跃
。

张田若先生认为
:

小学生作文教学的目

标
,

就是练 习
,

是一种训练
,

是一种学生作

业
。

s[] 新课程将小学中
“

作文
”

二字改为
“
习

作
” ,

意在强调
“
习

” 。

即作文水平的提高
,

主要

靠
“
习得

” ,

这与 《语文课程标准 》 提倡的加强

语文实践活动的观念是一致的
。

语文教材文质兼

美
,

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
。

在教学这

些精彩篇章时
,

我们要抓住契机
,

开展各种形式

的练笔
,

特别要重视表达形式的迁移练笔
。

如
,

对句式表达
、

段落构成
、

开头结尾
、

过渡照应
、

抒情联想等方面的仿写
。

学完 《颐和园 》 一文
,

可以让学生仿照课文的结构
,

移步换景
,

按照游

览的顺序抓住景物的特点记叙的方法写我们的校

园或周围的公园
。

学生不仅有话可写
,

还比较熟

练地掌握了这种写法
。

学完 《
“

精彩极了
”

和
“

糟糕透了
” 》 这篇课文

,

可以让学生学习人物对

话突出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特点来写一个人 ; 学

习 《秋天的雨 》 这篇经典美文时
,

在学生反复诵

读
、

细细品味的基础上
,

让学生结合文章中的语

言
“

你看
,

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
,

黄黄的叶子像

一把把小扇子
,

扇啊扇啊
,

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

它把红色给了枫树
,

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
,

飘哇飘哇
,

邮来了秋天的凉爽
”
进行仿写

。

通过

这样的
“

小练笔
” ,

学生就会积极运用课文中的

表达方式
,

把表达方式内化为 自己的作文技巧
。

要加强课文阅读的练笔
,

可安排仿写
、

续写
、

改

写
、

扩写
、

写读后感 ; 同时提倡通过写 日记
、

周

记
,

写读后感等
,

提高作文能力
,

进而养成勤动

笔的好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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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掌握
、

思维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
。

因而
,

有计划地使学生获得有关归纳思维
、

演绎思维的

基本活动经验
,

是培养创新人才所必需的
,

特别

地
,

全面积累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
,

将有助于培

养和提高学生的归纳思维
、

演绎思维的水平
,

进

而提高中小学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
。

将基本活动经验确立为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的

基本目标之一
,

是对我国课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和现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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