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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程标准”从低年级开始强调写话训练，提倡学生不拘形式地写出见闻与感受。本文对小学低年

级写话教学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普遍存在教师拔高要求、缺乏指导、训练缺少梯度、评价不当等问题。

本文聚焦小学二年级写话教学的现状，分析了统编小语教科书二年级写话教学内容的编排特点，总结了

该年段写话教学的有效策略——依标扣本，激趣守本，开启学生的书面表达之门。研究发现，二年级“写

话”教学要遵循儿童认知规律，不断培养学生乐于表达的习惯，要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学生的写话能力，

为中高年级的习作打下较好的表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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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e writing training from lower grades, ad-
vocating for students to write their experiences and experiences without formality. Th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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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s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writing in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s’ high requirements, lack of guidance, lack of 
gradient in training, and improper evalu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rit-
ing instruction in second grade primary school,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content in second grade writing instruction in the unified elementary language textbook, 
and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writing instruction in that year—following the stan-
dard, stimulating interest and adhering to the original, and opening the door to students’ written 
expression.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words” in second grade should fol-
low children’s cognitive rules, continuously cultivate students’ habit of being will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gradually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in practice,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expression of works in middle and high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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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对低段的写话提出了如下要求[1]：
对写话有兴趣，留心周围事物，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

到的词语。目标设定清晰而准确，可笔者在对二年级写话教学现状的调查中却发现，教师在写话教学中

普遍存在拔高要求、缺乏指导、训练缺少梯度、评价不当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任课教师的认识

有偏差或解读教材有误造成，这将可能导致学生厌恶写话、惧怕作文，谈“文”色变。 

2. 二年级写话教学的反思 

2.1. 存在目标定位不清，拔高教学要求的现象 

基于一段二年级学生的写话案例“今天是周末，妈妈带我去爬山。我们顺着梯子往上爬，走了一会

儿我就口渴了，妈妈给我买了一瓶矿泉水。又继续往前走，来到半山腰，我又饿了，妈妈给我买了一袋

零食，我吃了似乎有了力量，一会儿就爬到了山顶。” 
选择不同教师来评价这段写话，调查发现大部分教师会认为这段写话是以记流水账为主，爬山的过

程没有描写，存在语言平淡，好词佳句欠缺，文章短，字数少等不足。然而仔细对照《课程标准》，就

会发现在低段写话中要求学生写生动，写具体，甚至要用上好词佳句，这明显拔高了要求。温儒敏教授

认为，作文教学“能写通顺、清晰的文字，这是最主要的”，“不要过分追求‘文笔’”，因为“文笔”

不是写作教学的第一要义。至于“文章短，字数少”的问题，其实《课程标准》对整个小学阶段学生的

习作，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字数要求，其目的就是鼓励学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由表达。如果教师

不准确把握写话教学的年段目标，一味拔高要求，势必导致学生越写越不喜欢写，越写质量越不能提高。 

2.2. 存在教材把握不准，训练缺少梯度的现象 

二年级写话教学中，部分教师没有纵横勾连解读教材，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梯度训练，造成学生写话

困难，缺乏表达兴趣的现象。例如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二安排了一次专题写话：写一写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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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朋友。要求用几句话向大家介绍一下他是谁？长什么样子？你们经常一起做什么？而在三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的习作训练中也安排了写人：猜猜他是谁。要求选择一两点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写下来，可以

介绍外貌、爱好，也可以介绍性格特点，还可以写一写他的品格。同样是写人，年段不同，要求则不同。

可部分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关注年段特点，二年级就要求写出人物与众不同的特点，通过具体事例表现人

物的品质，完全没有把握好教材特点，其不仅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也会让学生感到“写话”很难，无

形中给“写话”设置了屏障。 

2.3. 存在教师指导欠缺，学生写话畏难的现象 

低年级的学生，缺乏应有的生活体验，加之语言积累不够，所以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写话的确存

在困难。同时，有的教师在平常教学中，既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激发学生写的兴趣，也没有正确引导学

生如何写，只是简单地布置任务，造成学生无从下手，提笔自然头疼。有的教师还这样认为，写话就是

学生的自由表达，不能在写之前做指导，如果教师加以指导，学生就缺乏创意，所以不指导而放任自流。 

2.4. 存在写话内容失真，教学评价失正的现象 

2023 年“六一”儿童节，笔者布置学生写一写自己怎么过节日的。第二天，很多学生都这样写到：

今天是“六一”，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我和妈妈去游乐园玩。但事实是，“六一”那天下大雨，学生

写的不真实。学生写话的现状就是不注意观察，一写天气就惯用这几句话。其实不光在写天气中，在写

人叙事中同样在编造，而且学生年龄越大，“假话”“空话”“套话”就越多。追根溯源，笔者发现学

生写话失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师的教学“失正”。教师不合实际的评价观、根深蒂固的“美文”观、

浮夸虚假的文风等，都在逼迫、误导、影响学生的“真诚”表达。 

3. 统编小语教科书二年级写话教学内容的编排特点 

3.1. 完整清晰的编排体系 

统编小语教科书二年级共 7 次专题写话，分别按照不同类别设置话题：写实、应用文、想象。低年

级学生的特点就是喜欢想象，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共安排了 3 次想象写话训练，旨在关注低段学生的

想象世界，落实课程标准中的培养兴趣。 

3.2. 儿童化的情景主题 

统编小语教科书在话题的选择上，契合儿童心理，十分注意与学生经验世界的联系。教材安排了 3
次写实：写玩具、写好朋友，写想喂养的小动物。这 3 个话题都贴近儿童的生活且源于儿童生活，写起

来有话可说。 

3.3. 梯度化的训练序列 

统编小语教科书起步阶段的写话练习设计，努力遵循儿童的认知规律，在编排的梯度上，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字词句运用”中的写话，随文的课后写话，单元专题写话；由看图依据情景“写词”，到

结合课文仿写句子，再到写成一段完整通顺的话[2]。通过梯度化的训练引导学生真实表达，自由表达。

在“写话”的要求上，先让学生写自己想说的话，再让学生模仿用积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逐步做

到：懂得写作的意义，自觉积累写作素材，形成并发展语言表达能力[2]。 

3.4. 多样化的提示指导 

如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四的写话练习——《小动物的一天》，提示语为“早上”“过了一会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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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午”“天黑了”，不难看出，这既提示写话思路，也提示写话顺序，还提示写话内容。有了这些提

示语，学生就能理清自己的思路，按照时间顺序有条理地进行书面表达。 

4. 二年级写话教学的实践 

针对写话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结合统编版小语教科书的特点，笔者认为，二年级写话教学应该

遵循儿童认知规律，以激发写话兴趣为出发点，力求守住低段学生表达的本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学生

的写话能力。 

4.1. 由说到写，搭梯激趣 

从儿童语言发展的顺序看，先有口头语言，再有书面语言；从学生学习的心理特点看，刚入学的儿

童口头语言占优势，且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但书面语言水平较低[3]。此学情决定了小学第一学段的写话

教学思路大多是：借助场景，激活形象思维，以口头语言为中心，借助口头语言促进书面语言的发展。 
教材写话内容的编排本身就贴近儿童生活，让学生有话可说，教学中可以先引导学生围绕话题展开

交流。比如教学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三：介绍我喜欢的玩具，可以让孩子带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到课堂上

进行观察，围绕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玩具的样子，好玩在哪里进行交流。教学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七

的写话，看图编故事：《老鼠遇到猫》，可以让学生先看一段猫和老鼠的动画视频，直观感受到猫和老

鼠在一起的有趣故事。然后出示图画，让学生去想象老鼠怎么遇见猫的；老鼠看见猫后的反应，发现是

电脑里面的猫后会怎样做等。引导学生打开话匣子，让学生先口头表达，再把想到的内容写下来，怎么

想就怎么写，学生就会发现原来写话不是那么难。 

4.2. 由导明写，得旨惜趣 

统编小语教科书的写话，在要求中都有很明确的提示语，有内容提示语，格式指导语，方式指导语。

比如二年级下册四单元的写话提示语：“写的时候，可以用上下面的词语：早上，过了一会儿，到了下

午，天黑了”[4]。教学中，先让学生根据画面选出与之吻合的表示时间的词语，再指导学生用上这个表

示时间的词语看图编故事，如：“早上，……”作为故事的开头，想象小虫子、小蚂蚁和蝴蝶之间发生

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放手让学生看图二、图三、图四，最后指导学生把讲述的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

借助提示中表示时间的词语，学生就很容易把小虫子、蚂蚁和蝴蝶一天的经历写得有条有理。 
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提示语引导学生去思考，当然也不能够拘泥于这些提示语，学生还可

以自己去大胆思考。 

4.3. 由图拓写，习中生趣 

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在写话的过程中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在教学《我的好朋友》

《老鼠遇到猫》时，可以尝试运用以下方法：1) 漫画式的勾勒人物特点。教学《我的好朋友》时，可以

让学生先画一画好朋友的样子，大脑袋？圆脸蛋？高鼻梁还是小嘴巴？然后给图画配上文字，既有趣，

完成起来也很轻松；2) 由一幅图想象多幅图。低年级提倡学生多读绘本，其实这种方法就是类似于绘本

创作，边画图边配文字，有些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就可以用图画代替。二年级的看图写话比较多，但要求

中常常有“展开合理的想象”，其实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把一幅图变成多幅图，这样就能写清楚事情的经

过；3) 画思维导图理清思路。让学生把自己要写的几个方面罗列出来，然后根据思维导图去写，一方面

一方面地写，这样就能有条有理地进行表达。 

4.4. 由例仿写，得法有趣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过，作文最先离不开借鉴和模仿。对于二年级刚刚开始书面表达的学生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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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是学习书面语言的有效手段。在统编小语教科书的编写中，介绍我的好朋友和奇妙大自然都有范例，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范例去引导学习写法。如写好朋友，学生通过范文明白了可以写好朋友最突出的特点，

“掉了一颗门牙”“脸圆圆的，笑起来有酒窝”。如《奇妙大自然》，就可以让学生先自读例文，感受

提问的不同形式，发现疑问词可以用“为什么”“哪儿”“谁”“怎么”等，而且可以在句子中的不同

位置，然后让学生练习多种方法提问。“说一说”“写一写”“评一评”“夸一夸”，思维表达相得益

彰，在审美中分享语用的成功。平常的阅读教学中，也可随文引导学生仿写，如学习《小蝌蚪找妈妈》

一课时，读到小蝌蚪样子那一段就可以学着写一写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外形。 

4.5. 由评促写，多元护趣 

在指导学生写话的过程中，教师要找准“最近发展区”，铺垫表达的台阶，让学生“跳一跳摘桃子”。

对刚起步的学生来说，写话必须是有趣的，容易实现的，因为学生的书面表达才刚刚开始，写话的动力

需要逐步积蓄，只有感到“写话”是容易的，并能获得成功的体验，他们才“乐于表达”[2]。在这过程

中，教师的评价一定要根据学段写话目标，尊重学情和个性差异，对起步较低的学生给予更多的肯定和

鼓励。比如写得好的句子画上红色的波浪线，用得恰当的词语圈画出来，让学生上台朗读自己的作品，

教室布置“美文展示台”让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欣赏，每学期编辑班级作文小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

作品变成铅字，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投稿，评价方式多元化，让每个学生都获得写话的成功，收获满满

的信心。 

4.6. “手账”不离，守生活之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蚕吃进桑叶才能吐出丝，蜜蜂采过花粉方能酿出蜜。学生有了丰富的储备

才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鼓励每个学生准备一个手账本，类似于采蜜本，学生

随时采集那些新鲜有趣的语用材料。通过手账本，摘录有新鲜感的句子、片段，记录自己的心情和瞬间

的灵感……例如：学生去春游，玩得很开心，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写一写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桂花开了，

公园里、街道旁、校园内到处都是花香，学生喜欢桂花，又有观察体验，那就写上几句吧[2]；上课了，

教室突然发生什么新鲜事，马上让学生在本子上记录下来……慢慢地，学生就会养成勤于动笔的习惯，

也就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写话素材。 

4.7. 随文读写，守练笔之本 

统编教材在识字、阅读教学中多处设置了写话练习。在《黄山奇石》一课，“用加点词语说说图片

里的石头，再选一张图片写下来”；《葡萄沟》的课后练习中有“照样子写一写”；《彩色的梦》要求

仿写课文二、三小节……这种练习难度不大，又增加了练习频次。要提高写话的质量，保持写话的兴趣，

就要有一定的练习频次。一般一周 2~3 次为宜，如果次数太少，间隔较长，写话的热度就会降低；相反，

次数太多，负担太重，学生就会失去写话兴趣[2]。而且，教师还需控制好时间，课后练习中的写话每次

一般 10~15 分钟为宜。 

4.8. 创意表达，守童真之本 

创新的写话形式，可以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和兴趣。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日记接龙，引导学生观察

生活，记录生活。尝试剧本写话，小组几个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看到一幅图，让图中的人物说

话，然后写下来，就成了剧本，简单而有意思。鼓励儿童诗创作，展开奇妙的想象，进行自由的表达，

感受诗歌的美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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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语文课标”从低年级开始强调写话训练，提倡学生不拘形式写出见闻与感受。写话是习作的基础，

习作是写话的延续、提升。从写话到习作，是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写话、写好话，非一

日之功。但只要教师真正站在学生的立场，从学生写话表达的实际出发，把握教材写话训练的梯度与特

点，不断激发并保持学生的写话兴趣，注重学生的真实生活体验，守住真诚表达的底线，学生就会易于

动笔，乐于动笔，就能顺利开启学生的书面表达训练，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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