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研究
　 　 一、基本概况

课题名称：培养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研究
课题类别：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九期课题，编号ＪＫ９ － Ｌ０７０。
课题主持人：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教研室　 张新东
核心组成员：裴红霞、蒋伟新、张志清、周丽萍、孙丽娟
研究周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结题时间：２０１５年１月

　 　 二、主要内容

　 　 （一）研究价值
体现传统教学和课程理念的融合之界。传统作文教学重视写作基础知识和基本能

力的培养，却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课标明确指出：“写作能力是
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小学教育
要“从行为习惯养成入手”。培养小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既继承传统，又直面新课程理
念———指向人的培养，体现两者的视界融合。

走向自由表达和规范指导的融通之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为了自我表
达和与人交流”———要用合乎社会言语规范的语言进行表达；也强调“写作是认识世界、
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像”———要培养
自由表达的文风。良好写作习惯的养成指导者是教师，良好写作习惯的拥有主体是学
生，因此，良好写作习惯的培养，能融通学生的“自由表达”和教师的“规范指导”。习惯
培养贯穿写作的全过程，成就高品质写作。

凸显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融会之境。纵观目前的一些写作教学的研究成果，“作前
指导”消除了学生写作的畏惧感，也限制了学生表达的自由与个性；“作中指导”参与写
作思维过程，很难在预设与生成之间把握好平衡的“度”，理论过于上位；“作后指导”从
“写作目的论”出发，尊重作品和学生，“重作后讲评”“树发表意识”，似乎每一篇作文都
从“零”开始，“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律的意识不强”……实践性强，缺乏理论指导。
课题组把目光聚焦到了“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培养”工程上，是想把理论研究和实践
操作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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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研究目标：
探索和总结培养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指导性策略和非指导性策略；在一定的范

围内统一认识，改善教师在培养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方面的教学行为；研制出符合我区
实际的小学各学段写作习惯指标体系，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研究内容：
调查当前小学生写作习惯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分别设计教师和学生的调查

问卷，选取区域内有代表性的学校，调查教师对学生写作习惯培养和学生写作习惯养成
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形成研究报告，作为研究起点。

构建小学各学段良好写作习惯的目标培养指标体系。根据我区小学习作教学的实
际情况，参照现行的语文课程标准，整合目标意识、基础积累、指导方法、评价指标等要
素，研究制定小学各学段良好写作习惯培养的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和提供依
据。

探索培养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指导性策略和非指导性策略。
阅读教学中，加强读写研究实践；作文教学中，加强习作过程中的习惯养成指导；课

外阅读和习作中，加强针对性的写作习惯养成指导。
重视小学生写作习惯培养，借助校内校外资源，形成家校合力，营造良好的写作环

境，在熏陶中形成良好写作习惯；教师自觉努力，用良好的意志品质和热爱写作的情怀，
在耳濡目染的浸润中帮助学生养成写作习惯。

基于培养小学生良好写作习惯，改进习作评价的研究。
根据小学生写作习惯培养的指标体系，完善习作评价的内容；通过评价方式的多样

化和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实施，改进习作评价的方法。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策略

理清研究思路，形成实施方案；学习文献资料，提高思想认识；开展调查研究，建构
写作习惯培养指标体系；开展行动研究，探寻良好写作习惯培养策略。

　 　 三、实践举措与理性认识

（一）２０１１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对全区小学生的写作习惯养成现状和全区教师作
文教学现状作了抽样调查，清晰把握现状，分析存在问题。

（二）２０１２年４月，研读课标，梳理写作教学目标，初步制定出小学生作文习惯培养
指标体系。

（三）２０１２年５月起，探索写作习惯培养的实践方法。
课题组重点探索了六个培养良好写作习惯的指导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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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在手，“观察—发现”习惯易养成
为了培养学生“随时观察，有所发现”的好习惯，课题实验班的学生“一人一卡，一日

一卡”。年级不同，卡片式样和记录的内容不同。一年级采用的是教师印发的“心情
卡”，鼓励二至四年级的学生购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小便签，转换成“盘点卡”；五六年级
则让学生自主选择书签或活页小本子，制作成自己的“新闻卡”。这些小卡便于散装携
带，也便于个人收集。

抄抄写写，成就“积累词句”好习惯。
减负要增效，写作习惯的养成应不以增加学生负担为基础。课题组改变了布置作

业的方式，让新型的抄抄写写成为培养“积累词库”习惯的途径。
“抄抄”句子。课文进入学生的视野，是“例子”，是“样板”，要鼓励学生从课文中获

得最初的规范美丽的语言。可以是合上书本后你记忆最深刻的那一句，可以是你学完
课文后最想说的一句。不给学生设置障碍，或“抄”或“抒”。但这样的“抄”或“默”已经
有了学生的思维，是学生过滤后的有选择地“复现”了，这是“写”的初级阶段。

“写写生字”。课题组蒋伟新老师率先创新提出新颖的“学字写文”，他已经在高年
级坚持践行了整整三年。采用第一人称“自我介绍生字”，关注音、形、义，找找形近字、
音近字，写点丰富，灵活介绍。

读读仿仿，养成“规范表达”好习惯。
课内读写，促成“规范表达”习惯。阅读教学要关注“本体性教学内容”，充分挖掘

语文教材的教学价值。教材是个例子，蕴含着“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以“学习语言规
律，运用规范语言”为目的的真正的阅读课，应向着理解，为学会表达而教。

课外读写，促成“规范表达”习惯。全语言指出，教师要“培养学生对阅读和书写的
喜爱，让他们即使在休闲活动时，也会为了乐趣和欣赏，而选择阅读和书写。”为了让学
生在阅读中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我们没有让“课外阅读”完全“放任自流”，而是选择
了“师生共读”，使得在校的阅读内容基本统一，形成班级课余的“话语圈”，在共读中引
导学生学习语言，规范表达。

自我对话，养成良好的“自由表达”的习惯
写作就是用笔说话，就言语共生的过程看，则是自我的对话，是自己的言语表达与

表达意向、表达意图的对话。我们总是要求学生先说再写，边说边写，写完以后读一读，
其实这三大习惯就是学生良好的自我对话。与记忆自我对话，养成“想好再写”好习惯；
与文字自我对话，养成“流畅表达”好习惯；与作品自我对话，养成“锤炼语言”好习惯。

创意写作稿，养成“书写”好习惯
“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写作就是用笔来诉说，与读者对话，所以字迹

潦草难辨，标点不合用法，格式舛错杂乱；满纸任意涂抹，删除改正不合规定，错别字随
处可见的文章，其形式本身却已拒读者于门外，使人不敢读、不愿读了。课题组尝试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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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高子阳老师的四课时作文教学法，合理开发了写作创意稿，用课内作文促进学生良好
书写习惯的养成。

作文专题会———养成分享完善的好习惯
目前，课题组已经实践的作文专题会主要有三种，一是写作准备期的思维小游戏，

二是成稿后的作文交流会；二是修改后的作品展示会。
思维游戏。文章是思维活动的“物化成果”，写作就是思维活动的物化过程。小学

生的写作思维处在懵懂未发的状态，需要借助集体分享的力量才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
的写作思维品质。为此，课题组在沈惠芳“来玩写作的游戏”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开展了
多样的思维游戏，帮助学生在群思维分享中，养成良好的分享完善习作的习惯。

作文交流会。万小强老师在高年级试行了“作文交流会”，侧重于多元评价中欣赏
作品。每次完成教材中的习作后，都可以利用一节课时间组织一次“作文交流会”。学
生习作直接写在“创意作文稿”上，请习作中的主人公或者爸爸妈妈同学等给予评价，课
堂上呈现作品和评价意见，一起讨论围绕初次评价意见学习修改。

作品展示会。作品静态展示，会吸引来很多围观的各班的同学，他们对实验班的展
示方式万分羡慕，品头论足；动态展示可以宣读自己的优秀作文，可以表演作文情景剧，
还特地邀请两三位同学讲述自己的写作故事。作品展示会很吸引孩子，但具体操作中，
还需要优化组织过程，提升对学生的参与度和参与质量。

课题组重点探索了两大培养良好写作习惯的非指导性策略：
多举并措，良好氛围成就习惯。班级文化浸润，家庭氛围熏陶，社区舆论影响。
愉快参与，良好习惯成就习惯。循环日记，不吐不快的习惯；教师下水，愿意写作的

习惯；保存文章，珍视作品的习惯；发表文章，胸有读者的习惯；允许组合，不怕写作的习
惯。

　 　 四、成果与影响

（一）构建了小学生写作习惯培养指标体系。从观察、积累、表达、书写、修改和交流
六个方面，明确了培养指标，使得目标更为清晰。

（二）根据课题成员的教学特点，精心实践，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培养良好写作习惯
的指导性策略，写作教学走向清晰明朗的境界；摸索出一些培养良好写作习惯的非指导
性策略。

（三）学生不怕写作，慢慢有了“写”的主动性，逐步养成一些良好的写作习惯。
（四）师生在课题研究中成长。教师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１５篇，其中张新

东《关于小学生写作习惯的调查报告》发表于２０１３年《新作文》第５期、《试论小学生良
好作文习惯的系列培养》发表于２０１４年《语文建设》第４期，蒋建春《过一种真实、自由
的日记生活》发表于《小学教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８期，蒋伟新《浅谈习作素材的开发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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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表于２０１１年《小学教学参考》，裴红霞《习得语言运用规律养成良好写作习
惯———例谈“一次实验”的写作》发表于《小学语文教学》２０１４年８月、《“每日一话”，话
出习作之泉》发表于２０１３年９月《小学教学参考》、《养成观察好习惯，习作活水自然来》
发表于《少年素质教育报》２０１２年８月，周丽萍《读写结合，风光无限》发表于２０１１年
《课程与教学》，张志清《基于序列构建的写景类习作教学策略谈》发表于《小学教学参
考》２０１４年９月，这些成果产生了一定影响。

裴红霞老师根据自己实践的“每课一写”和“每日一事”，组织学生天天练笔，留在
网页中，引起了《语文周报》的关注，于２０１３年２月以专版形式发表了三组学生作品；三
年来，课题组老师指导的学生作文有１６篇发表于《七彩语文》《语文周报》《常州晚报》
等报刊杂志，各级各类获奖的文章达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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