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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存在的
问题及优化对策探析

●唐俊洁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不断发展,写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作文教学改革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三

年级是学生学习作文的起步阶段,在此阶段对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作文教学,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对学生

的语文素养的提升以及身心发展都有良好影响.然而,目前的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通

过调查问卷,本文对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可靠的

对策,以期为现阶段教师的作文教学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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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现状

目前，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也面临

了一些困境。 一方面，部分教师的作文教学忽视了学生的

个性特征，使学生失去写作兴趣。 另一方面，教师教学方

式和评价方式单一。 邓先慧认为小学写作最大的问题是人

的个性精神的缺失，品格的缺失，情感的缺失。 刘丽芳认

为现在小学写作教学面临的困境是学生写作兴趣不高、教师

教学轻感受重技能、写作评价方法单一、创新不够等。 还

有学者通过对学生的了解发现，部分学生认为作文写作是枯

燥、乏味的。 甚至有部分学生放弃了作文写作，可能是现

阶段写作教学理念落后、一成不变写作教学模式僵硬、缺乏

素材造成的。 许现珍认为在实际小学写作教学中，有部分

教师的思想始终停留在应试模式，教学方式缺乏灵活性和多

样性。 教师常常对照教材内容照本宣科，让学生按照例子

生搬硬套，使学生的写作内容空洞乏味、千篇一律，难以体

现学生的真实情感，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王坤认为个性化

教学有待落实，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亟需加强。 小学生都拥

有丰富的想象力，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能不断想象，

形成以自我为主的认知方式，能对客观事物产生相应的认

识，增进与客观事物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许可荣认为目前

学生普遍缺少写作兴趣，学生写作模式僵化，缺少变通。

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多数教师在向学生讲解作文知识

点时，通常会围绕考试要求的重难点内容进行讲解。

基于以上现状，为了解作文教学在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

年级的应用情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并

针对调查出的问题给出具体的建议。 以期为合肥市包河区

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师的作文教学提供帮助，使作文教学能够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为今后更好地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方法

采用抽样的方式，对合肥市包河区两所学校共２０名语

文教师和１６０名学生进行调查。 其中，每所学校各５名三

年级语文教师以及５名三年级实习语文教师，每所学校各２
个三年级班级，一个班级４０人。 教师发放２０份问卷，学

生发 放１６０份 问 卷。 共 收 回１８０份 调 查 问 卷，回 收 率

１００％。 学生有效问卷１５４份，学生无效问卷６份，无效率

３．９％。 教师有效问卷１８份，无效问卷２份，无效率１０％。

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现状的问卷分析

表１　(学生卷)你平时喜欢写作吗?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很喜欢 ７．６％

B．喜欢 １０．９％

C．一般 ２５％

D．不喜欢 ５６．５％

表２　(学生卷)也许你不喜欢写作,原因是?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写作难度大 ６０．９％

B．写作要求过多 １５．２％

C．对题目不感兴趣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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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学生卷)当你准备写作文的原因是什么?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记录人和事 ７．６％

B．应付考试 ３０．４％

C．为了提高自己写作水平 １８．５％

D．为了完成作文作业 ４３．５％

　　由表１可以看出，有７．６％的学生很喜欢写作，１０．９％的

学生仅仅是喜欢，２５％的学生对写作观感一般，５６．５％的学

生不喜欢写作。 不喜欢写作的学生占了一半。 通过问卷对

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调查可以发现，有６０．９％的学生认为写

作难度较大，没有什么好写的；有１５．２％的学生认为写作要

求太过于苛刻；２３．９％的学生认为他们对老师布置的题目不

感兴趣，详见表２。 可见大多数学生认为写作难度大。 当

学生说到写作原因时，７．６％的学生表示为了记录人和事，

３０．４％的学生为了考试，１８．５％的学生为了提高自己写作水

平，４３．５％的学生表示，写作文就是为了完成老师的作业任

务，详见表３。 可见大部分学生对写作缺少主观能动性。

表４　(学生卷)你写作时候会套用模板吗?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经常单纯套用模板 ７２．８％

B．利用模板和平时实际积累 ２５％

C．没用过模板 ２．２％

表５　(学生卷)你有任何形式创新思维训练的经历吗?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有很多 １４．１％

B．有一些 ２３．９％

C．几乎没有 ６２．０％

　　从表４可以看出，有７２．８％的学生写作经常套用模板，

２５％的学生写作是模板与平时实际积累相结合，２．２％学生

写作不看任何模板。 学生套模板写作的情况较多，缺乏实

际观察，缺乏自己的独特个性。 从表５可以看出，有１４．

１％的学生有很多创新思维训练的经历，２３．９％的有一些训

练的经历，６２．０％的学生几乎没有训练的经历。 可见大多

数学生都几乎没有进行过创新思维训练。

表６　(学生卷)你作文中的材料是怎样来的?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范例模板 ２６．１％

B．自己瞎编出来的 ６７．４％

C．自己观察和练习积累 ６．５％

　　由表６可以看出，有２６．１％的学生的写作素材是从范例

模板上获得的，６７．４％的学生的写作素材是自己瞎编出来

的，脱离实际，有６．５％学生的写作素材是自己观察和练习

积累来的。 由表７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写作文时候素材

都是自己随意想出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生缺乏平时

对生活点滴的观察和记录。 对于生活细节，有１４．１％学生

平时经常会细心观察并记录，２３．９％学生偶尔细心观察和记

录，６２．０％学生几乎不细心观察和记录。 由表８可以看出，

仅有８．７％的学生有经常写日记或者练习写作的习惯，１７．４％的

学生有时间时会写日记和练习写作，４８．９％的学生只有老师

布置才会练习写作，２５％的学生没有这个习惯。 可见大部

分学生写作都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表７　平常你会细心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并记录下来是吗?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经常细心观察并记录 １４．１％

B．偶尔细心观察和记录 ２３．９％

C．几乎不细心观察和记录 ６２．０％

表８　(学生卷)你平时有写日记或练习写作的习惯吗?

(单选题)

选项 百分比

A．经常有 ８．７％

B．有时间会 １７．４％

C．老师布置才写 ４８．９％

D．没有这个习惯 ２５％

表９　(学生卷)你的家长会让你做家务吗?

选项 百分比

A．会让 １６．３％

B．偶尔让 ２３．９％

C．几乎不会让 ５９．８％

表１０　(学生卷)你的老师会给你布置很多课后任务吗?

选项 百分比

A．几乎不布置 １４．１％

B．会布置一些 ２７．２％

C．会布置很多 ５８．７％

　　日常生活中学生最经常做的是家务。 由表９可以看

出，有１６．３％的家长经常会让孩子做家务，２３．９％的家长偶

尔让孩子做家务，５９．８％的家长几乎不会让孩子做家务。

经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不让学生做家务的家长占比

最大。 现在家长都认为学习才是学生的重中之重，完成学

习任务考个好学校才能有好的未来。 因此，家长很少让学

生参与到日常劳动中，可这样反而会让学生缺乏生活经历。

表１０的数据显示，有１４．１％的学生的老师几乎不布置课后

任务，２７．２％的学生的老师会布置一些课后任务，５８．７％的

学生的老师会布置很多课后任务。 可以看出，大多数老师

会布置很多课后任务，这会占据学生大量的课后时间，让学

生缺少自主探索的时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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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１)学生缺乏写作兴趣。 根据表１有５６．５％的学生不喜

欢写作的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写作以及写作课的兴趣并不

大。 (２)有６０．９％的学生认为写作难度太大。 如果作文题

目太难，超过学生的理解范围，将导致学生写作动机下降、

写作兴趣下降。 (３)笔者在实习时候也询问过学生是否喜爱

写作，大多数学生皆给出了否定回答。 有的学生考试时甚

至不会写作文这道题目，即便后果是语文考试取不到好的

成绩。

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年级作文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

分析

(１)学生对写作认识不足。 根据表３有４３．５％的学生认

为自己写作的原因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作业，可以看出学生是

为了写作而写。 缺乏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是为了完成

老师的任务。 (２)学生对写作的认识不足，不了解写作对于

提高语文素养陶冶情操、抒发感情、促进自我发展等方面的

好处，失去对写作的兴趣。

合肥市包河区小学三年级作文教学优化策略

(１)帮助学生创造积极的写作氛围，激发其写作兴趣。

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动机，在班级中举办写作比赛，评

出前三名写得好的学生。 以及，其他学生的作文也要进行

参与奖或者安慰奖的评选，让每位学生都可以觉得自己有能

力参与其中。 如果只给前三名评奖，获奖难度大，不利于

提高学生的参与感。 此外，教师不应该设置太难的作文练

习题目，而需要选择适合本学龄段的题目，让学生有话可

写。 (２)教师可以采用榜样示范法，向学生分享自己的作文

或者名家的作文，让学生感受作文之美，以提升学生写作动

机，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３)李雪艳说过，小学生的作文集

中反映了学生对这个世界特有的感知和理解，教师对学生作

文的评语是教师与学生分享交流、体味童趣世界的过程，也

是实现儿童语言有效建构与合理运用的重要手段。 基于儿

童视角的作文评语应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教师需带着善

意和欣赏的眼光与学生真诚交流，既要富有激励性和启发

性，又不避讳问题的存在；既要避免机械、俗套，又要做到

因文而异、灵活多变。 教师应多鼓励学生进行写作，同

时，要引导学生产生学习作文的主动性。 这样，才能让学

生学会举一反三，而不是单纯解决一个写作问题。

结束语

在国内关于三年级作文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调

查问卷，发现了目前合肥市包河区三年级作文教学出现的问

题。 针对问题，本文进行了研究分析。 其中，学生的问题

是缺乏写作素材、写作兴趣、创新思维。 教师的问题是教

师的写作教学缺乏针对性，缺乏个性化的作文评价。 最

后，本文提出了相应教学优化对策。 包括教师要构建积极

的写作氛围，帮助学生培养独特的写作思维，引导学生构建

自己的写作素材库。 以及，教师要对学生作文进行个性化

评价，提高自身个性化的教学理念。 这也要求教师要不断

精进自身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思维，帮助学生树立可以写

好作文的自信心，培养三年级学生的写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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