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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低年级的写话教学 
◆胡  馨 

（赫山区八字哨新兴学校  湖南省益阳市  413000） 

 
低年级的写话是写作的启蒙阶段，也是打基础的阶段。如果

把写作看成“站稳、走路、跑步”的过程，那么写话就是“站稳”
的第一个阶段，是写好作文的重要前提。第一学段定位的“写话”，
是为了降低学生写作起始阶段的难度，重在培养学生的写作兴
趣。在透彻理解课标的基础上，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写话教学
进行分析。 

一、“说话”——做准备 
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 
首先，教师需要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说话氛围，让学生积

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给予鼓励、赞扬和掌声，给学生说
话的勇气和信心，这是进行说话训练的前提。 

其次，在训练的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说话要有条理性、层
次性。从说一句完整的话开始，过渡到说几句简单的话，再到说
一段通顺的话。这样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提高。如在教学
《小小的船》这篇课文时，老师问到：“如果是你坐在小船上，
你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学生说：“我会问
星星，我能和你做朋友吗？我想邀请你到我家去做客，你愿意
吗？”通过对课文的理解，使学生积极踊跃地来思考并说出自己
的想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效果非常好。 

因此，教师应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说话训练，要消除学生对
写话的恐惧感，使学生在轻松愉悦，愿意说、敢于说的氛围中，
不知不觉地形成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说话”这一准备工作做
好了，“写话”将不是难事。 

二、“炼句”——打地基 
经过一段时间的“说话”训练，学生有了一定的“说话”能

力，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更有了写下来的冲动，这就开始为“打
地基”做准备，而打地基则需要从“炼句”开始。 

1.写词“炼句”，打稳“写话”地基。 
“炼句”从练习写一句话做起，需要达到“正确、完整、通

顺”。一年级学生学完汉语拼音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教给他们
一些句式，如：“四素句”，即：什么时间、谁、在哪里、干什么
这四个要素。于是我开始了“四素句”的练习，指导学生借助汉
语拼音写一句话，来记录自己在一天里的点滴见闻。从学生的作
业来看，达到了预期效果。 

2.通过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多角度来炼句。 
课堂上，让学生懂得如何通过正确的使用标点符号来把四种

句式训练好，指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练习造句。同时还可以结合
课文进行训练，把“炼句”融入到课堂中。教师可以选择课文中
的词语，结合课文内容，指导学生进行“一词多句”的训练。如：
学完《我多想去看看》这一课，学生会用“多想”来造句。学生
写道：我多想去月球上看看啊！我多想去吃美食等等。可见学生
能够结合不同的语意，用上不同的标点符号来造句。 

3.连句成段，写话雏形初现 
“炼句”完成后，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拓展练习。可以写出

人物的对话、想法和做法等，这样学生的所言、所思、所行、所
感就连贯起来了，进入到连句成段的环节也就轻而易举了。 

三、“自由写话”——盖房子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教师应该顺应学生，让学生

自由写。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想写”的意识，激发“乐写”的兴
趣，培养“善写”的能力。在自由写话的基础上，老师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对学生提出高一点的要求，做到循序渐进。 

1.生活小细节，写话大资源。 
学生就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他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多观察，多思考，主动去探索、解决
问题，并通过写话来展示“实践过程”。如学完《植物妈妈有办
法》一课，学生懂得了植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来传播种子。那
么也请你仔细观察一种植物，记录下它们传播种子的好方法。学

生对此颇感兴趣，回家后用心观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记录
下来，从而锻炼了学生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这样一则详细的观察
写话也就从笔尖流出。 

2.聚焦校园生活，展示“活动场面”。 
一次，我在课上做了一个“摸一摸，猜一猜”的游戏。在游

戏过程中，学生们都争相参与，同时我要求同学们仔细观察游戏
者的动作、神态、表情等，为写话做铺垫。 

游戏结束后，我让学生写一写这次有趣的游戏。因为有了真
实的体验，学生能够在脑海中再现“活动场面”，教师能够全方
位的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用表演、游戏、实践等多种方式，整
合各种资源，写话时就能做到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 

3.利用课堂资源，引进写话的“活水”。 
仔细研读教材的每一篇课文，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每一篇课

文都能找到写话的资源。只要教师处处留心，给学生创造不断的
写话契机，学生就会在老师的引领下，乐于写话，爱上写话。例
如：学完《文具的家》这一课，想一想你和你的文具相处得怎么
样呢？把你的想法用笔记录下来吧。有位学生这样写道： 

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我仔细一听，
哭声是从我的书桌上传来的。我悄悄地爬起来，一看，原来是我
的橡皮擦在哭。铅笔问：“你为什么哭呀？”橡皮擦伤心地说：
“你看我身上被我的主人扎得全是洞，还缺了一大块，又丑有
痛！” 说完他又哭了起来了。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羞愧。我对
伙伴们说：“对不起，小伙伴们，以后我一定会爱惜你们的，请
你们原谅我。”铅笔和橡皮擦看着我，点点头，高兴地笑了。 

我在班上范读这篇文章，与学生们一起欣赏佳作，交流心得。
通过大家的交流与评价，学生懂得了自己要怎么去写，才能让写
话更生动有趣，并在其中享受着写话给自己带来的乐趣。 

此外，教师在结合阅读、写话等课堂教学时，可以不失时机
地练习简单的仿写，续写、改写、扩写等，来提高学生的写话能
力。 

四、“广泛阅读”——建高楼 
浓厚的阅读兴趣，不仅能开阔视野，增知启智，还能够提高

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所以说阅读是写话的基础，写话是阅读的
结晶。为此，我在平时很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进而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陶冶他们的情操，并最终达到提高阅读与写作的
目的。 

阅读分为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课堂上是学生学习知识、积
累词汇的主要途径。对于低年段的课文，学生应该尽量做到每篇
课文能熟读成诵，烂熟于心，为写话积累词汇。在此前提下，学
生能够在自己的写话中灵活运用所学优美词句，为自己的写话锦
上添花。 

如果单靠课本积累词汇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引导学生加强
课外阅读，在课外阅读中积累更多的词汇。针对课外阅读，每个
学期开始，我会罗列出本学期的一些课外阅读书目，规定每天不
少于 30 分钟的课外阅读，并坚持完成“阅读记录卡”的登记。
在学校，每周我还会准备一节阅读课，和学生聊聊喜欢的书，谈
谈阅读后的感受，让学生与作者进行思想与心灵的沟通，充分利
用教学资源，交给学生写话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不仅培养了学
生的阅读习惯，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低年级写话是学生迈向作文大门的关键一步，写话教学就要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为今后的作文
教学奠定结实的基础。写话教学还应贴近学生实际，多鼓励，让
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
向上，表达真情实感，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积累的习惯，去激
发学生的兴趣，点燃写话的热情。只要有源头，有活水，写话就
如“有米之炊”、“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