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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观察，真实写作——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指导

方法探究
陈清荷

江西省赣州市潭东桥兰小学，江西赣州，341000；

摘要：在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教学中，引导学生细致观察现实生活，实现真实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生活，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引导学生

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然而当下的教学现状却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意在探索有效的小学语文高

年级写作指导方法，帮助学生在生活中细致观察，在写作中真实表达，切实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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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教师在小学语文高年级写

作指导中，探究细致观察、真实写作的方法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引导学生细致观察生活，可以帮助他们积累丰

富的写作素材，让文章内容更加具体充实。基于真实观

察的写作更能表达真情实感，让作文富有感染力，切实

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语文素养，为后续的语文学

习奠定坚实基础，这也有助于落实课程标准对于写作教

学的要求，让写作教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1 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现状分析

1.1 学生写作存在的问题

在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教学中，学生写作内容“大”

“空”现象较为常见。部分高年级学生在写作时，由于

缺乏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自己深入的思考，只是堆

砌一些优美的词句，作文看似辞藻华丽，实则没有深刻

内涵，也难以体现出真情实感。比如在写“我的理想”

这类主题作文时，很多学生只是泛泛而谈要成为教师、

科学家等，大谈这些职业如何伟大，对社会有怎样的贡

献，却没有结合自己生活中的真实经历，阐述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理想，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做了哪些具体的

努力，导致文章空洞无物，缺乏感染力。

另外写作素材单一、作文“千人一面”也是比较常

见的问题。很多学生缺乏主动积累素材的意识，面对作

文题目时脑海中浮现的只有从书本上看到的事例，进而

模仿借鉴，没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描写亲情主题

总是写父母在自己生病时送自己去医院等老套情节，缺

乏新意的根源就在于没有真正从生活中去挖掘属于自

己的素材。

此外不少学生对写作存在畏难情绪，缺乏主动写作

的欲望。在当前的写作教学中，部分教师教学方法不够

丰富多样，引导方式不够生动有趣，让学生认为写作只

是一项任务，而不是表达自我的途径。久而久之学生就

觉得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一提到写作文就发愁，缺乏

写作的热情，这和教师的教学方法、引导方式密切相关。

1.2 教师教学指导的不足

部分教师在开展高年级写作教学时，仍然沿用传统

的教学模式，在命题上限制过多。为了避免学生写作偏

题，教师通常会布置非常明确的作文题目，然而这却在

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学生可选择的写作素材

变得十分局限。比如要求学生写记叙文时，教师规定了

具体的事件背景、人物关系等要素，学生只能在既定的

框架内进行创作，难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长

此以往学生的思维得不到拓展，不利于培养创新写作能

力。

也有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范文讲解，将

大量精力放在讲解作文技巧、分析文章结构等方面，忽

略了引导学生自主观察和认真思考。学生在这种教学模

式下习惯了模仿范文的写作思路和表达方式，缺乏对实

际生活的深入挖掘，难以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融入到作文

中，写出的文章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真情实感。

2 小学语文高年级真实写作的指导方法

2.1 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

2.1.1生活点滴皆素材

在小学语文高年级的写作教学中，引导学生细致观

察日常生活，可以帮助他们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校园

生活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课堂上同学们积极讨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8期 JZK publishing

27

论时的热烈氛围、下课后同学们嬉笑玩耍时的快乐情景，

通过仔细观察，这些看似平常的学习生活场景，都可以

融入到作文之中，让作文内容充满鲜活的气息。家庭生

活中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的温馨对话、和父母一起做

家务时的交流互动等，也是很好的写作素材。将这些源

于生活的真实素材融入写作，能让文章更具真实感，引

发读者的共鸣。

2.1.2自然万物入文章

大自然更是为学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教

师可以带领学生细致观察自然界的四季变换、动植物特

点等，让文章趣味盎然。大自然的四季更替有着独特的

美，春天嫩绿的新芽从枝头冒出，五彩斑斓的花朵装点

着大地；夏天骄阳似火，池塘里的荷花摇曳生姿，蛙声

蝉鸣交织热闹无比；秋天田野里稻谷金黄，果园里硕果

累累，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冬天雪花纷纷扬扬，大

地披上银装，冰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些自然界的丰

富素材，都可以成为学生在作文中的灵感源泉。

2.2 培养敏锐感知能力

2.2.1提升多感官的感知力

写作中引导学生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

觉等多种感官去观察事物，可以全方位地感受事物的特

点，以便在写作时更加细腻地描绘出来。观察并非简单

地看，而是要将五官全部调动起来，用眼睛去看事物的

颜色、形状，用耳朵聆听声音的高低、强弱，用鼻子嗅

出气味的类型、浓淡，用舌头品尝味道的酸甜苦辣，用

肢体感受物体的质地、温度。比如描写小花园时，学生

可以用眼睛仔细观察花朵的颜色、花瓣的形状，用耳朵

去听微风吹过时花朵和叶子摩擦发出的沙沙声，用鼻子

闻一闻那或浓或淡的花香，用手轻轻触摸花瓣感受柔软

细腻的质地。当学生充分调动感官去感知花园后，写作

时就能从多个角度去描绘事物，让笔下的事物变得更加

鲜活、立体，作文内容也会更加丰富生动、吸引读者的

目光。

2.2.2增强情感体悟

在观察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关注事物的外在表象，更

要用心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感。比如在运动会上，学生可

以观察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场景，他们额头上豆

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脸上的表情因为用力而变得有些

狰狞，咬紧牙关朝着终点冲刺。旁边啦啦队挥舞着手中

的彩旗，声嘶力竭地喊着加油，激动而充满期待的神情

溢于言表。这时观察的学生就能深刻体会到运动员为了

班级荣誉拼尽全力的态度，和同学们团结一心、互相激

励的深厚情谊。将这些真实的体会融入作文中，就不再

是干巴巴的文字叙述，而是充满温度和感染力的文字创

作。

2.3 激发写作灵感和兴趣

2.3.1发现独特的写作视角

在小学语文高年级的写作教学中，教师要教会学生

发现独特的写作视角，这是激发学生写作灵感和兴趣的

重要途径。学生通过细致观察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可以找到与众不同的写作切入点，进而激发创作灵感，

写出别具一格的作文。例如在校园生活中，大多数同学

会关注课间的热闹玩耍和课堂上的有趣内容，如果有学

生留意到花坛边那棵大树上新筑的鸟巢，观察鸟儿每天

的进出、喂食幼鸟的情景，以“校园里的鸟巢”为视角

写作，就能让作文充满新意。

2.3.2让写作变得更有趣

让写作变得有趣对提高学生的写作积极性至关重

要，如果教师让学生去观察那些有趣的生活场景，会让

他们切实感受到写作素材无处不在，写作也不再是难事，

而是在记录有趣的生活，从而乐意去主动写作。比如班

级开展的手工制作活动，大家准备的稀奇古怪的材料、

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完成作品后的成就感，都是生

动的写作素材。学生在参与活动并细致观察后，会发现

有太多好玩的事可以写进作文里，自然就不会再对写作

产生畏难情绪，而是把写作看成分享有趣生活的途径，

享受写作带来的乐趣，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

3 研究结论和展望

3.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指导方法的实践探究，

基于细致观察实现真实写作的理念展现出了显著成效。

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积累

丰富的写作素材，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生活处处可入文，

让作文内容更加具体充实，避免空洞无物、千篇一律。

培养观察能力方面，调用多感官参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让学生学会无论是描写美食美景还是户外活动，都可以

让他们笔下的文字更加生动鲜活，让作文更具有感染力。

细致观察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它不仅帮助学生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培

养了学生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帮助学生写出内容充实、

情感真挚的作文，提高了小学语文高年级学生的写作水

平，也为后续语文学习以及综合素养的培养创造了有利

条件。这一系列实践经验为小学语文写作教学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以便更好地帮助学

生提升写作能力，实现真实写作。

3.2 教学建议

3.2.1持续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应打破传统的写作教学模式，不断探索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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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比如对新时代下情境教学法

的创新，可以结合当下热门的影视、动画等元素，为学

生打造沉浸式的观察和写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和创作灵感。还可以开展项目式学习，布置类似“校园

文化宣传册”的写作项目，让学生分组观察校园的各个

角落，发现校园的独特文化、师生风采等，通过生动的

文字、合理的配图共同完成宣传册的内容，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合作能力还有写作能力。

3.2.2加强观察习惯培养

习惯的养成对于学生写作至关重要，教师要引导学

生将观察融入日常生活。鼓励学生坚持写观察日记，记

录看到的有意思的事物，可以是路边新开的小花，也可

以是宠物有趣的行为。教师还要定期检查、指导，让学

生学会筛选整合素材，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观察对象，

捕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课堂上教师还可以定期

设置“观察分享时刻”，让学生轮流上台分享自己近期

观察到的特别事物，并组织其他同学提问、讨论，既锻

炼了分享者的观察总结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又拓宽了

其他同学的观察视野，让大家互相学习，逐渐养成主动

观察的好习惯。

3.2.3优化作文评价体系

教师需要摒弃以往简单笼统的作文评价方式，构建

更科学并且有激励性的评价体系。评语要具体到文章结

构、细节观察、情感表达等各方面，比如“你对运动员

起跑瞬间的动作观察很细致，‘他双眼紧盯着前方，双

手紧紧握拳，前脚微微抬起，像蓄势待发的猎豹’这句

话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紧张氛围，很棒！不过在描写观

众反应时可以再多角度观察一下，会让文章更丰富哦”，

让学生清楚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的方向。

另外增加学生自评和互评环节，可以让学生在自我评价

中反思观察是否到位、描写是否准确，同学之间的互评

可以从不同视角发现问题，学习他人的长处，在给他人

提出建议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认识。

3.2.4引导深度思考和感悟

在学生观察的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引导他们深度思

考，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内涵。比如观察校园里垃圾

分类的情况，除了描述不同垃圾桶的摆放、同学们扔垃

圾的行为这些表面现象，还要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要进

行垃圾分类，对保护环境、资源回收有什么作用，如何

有效地在校园里推广垃圾分类等深层问题，再将这些思

考融入作文中，让文章更具有思想和深度。在观察社会

现象或人物活动时，教师要鼓励学生换位思考，站在不

同的立场去体会他们的想法，这样塑造的人物形象才会

更加立体，情感表达也更加真挚，让写作从浮于表面的

简单叙述向深入思考、深刻表达逐渐过渡。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围绕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指导方法展

开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

不足。在教学实践等环节中，所选取的样本主要是在潭

东镇特定的小学，未能涵盖更广泛的区域、不同教育水

平的其他学校和学生个体，可能让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受

到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地区的教学实践中，或许存在地

域文化、学生基础等差异，指导方法的应用效果会有所

不同。另外观察方法的可拓展性还有待挖掘，虽然文中

提到了多种有效的观察方法，但随着时代发展和教育理

念的不断更新，还存在更多新颖实用的观察引导方法，

来契合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多样化的教学需求，这些

都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另外在写作指导方法体系构建方

面，虽然针对学生写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策略，

但整体的系统性、完整性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方法之间

的衔接和协同作用还需不断强化，以便形成更加完善的

指导体系，为教师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教学指南。

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可以扩大研究样本范围，增

加不同地区学校、不同层次学生的参与度，通过大数据

分析等手段，更全面地验证现有写作指导方法的有效性，

并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调整和完善，让这些方法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为小学语文写作教学发挥积极作用。此外持

续关注教育领域的前沿动态，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结合自身写作教学的实际，不断挖

掘和创新教学方法，探索更多元化的写作途径，激发学

生的写作兴趣和潜能。最后进一步完善写作指导方法体

系，加强方法间的有机融合，从教学目标设定到教学过

程实施以及教学评价反馈，对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梳理，

构建一套科学实用的小学语文高年级写作指导方法体

系，更好地服务于小学语文写作教学，助力学生写作能

力的稳步提升和语文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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