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作文教学中，小学生背诵作文现象仍然盛行，这

是急于求成的做法。本文基于笔者小学作文教学的工作经验，

阐述了产生背诵作文现象的原因，揭示了这种现象存在的弊

端，提出了让学生走出“背作文”误区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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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 作文教学园地时常有新鲜事物

的诞生，但仍有不少教师穿新鞋走老路。 其中，较突出的现象

是让学生背诵作文。 临近期中、期末考试时，这种现象更为严

重。在质量检测阅卷中，就发现学生背诵作文的痕迹。2017 年

底，市教育局对全市四年级学生进行质量抽测，教师批阅一叠

试卷（40 份），发现竟然有二十多篇作文几乎是一模一样。 显

而易见，这是学生背诵同一篇佳作的结果。其他试卷中的多篇

作文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应该是作文书上的作文，学生照搬

在试卷上的。当然，这些作文得分都不低。但是，背诵作文真的

能让学生一劳永逸吗？
一、背作文现象带来的弊端

（一）虚假成绩，学生良好品性丢失

陶行知先 生 说：“千 教 万 教 教 人 求 真， 千 学 万 学 学 做 真

人。”在作文教学当中，教师让学生背诵范文，以便在考试时照

搬，这本身就是弄虚作假。当学生第一次看着照搬的作文得分

高时很得意，似乎尝到了甜头，心里滋生了一种想法———继续

机械地背诵作文。 于是，教师布置作文练笔，学生就想方设法

抄作文，可能他摘抄的文章又被当成范文，这样，便助长了学

生的虚荣心。 慢慢地，“诚信”两字与他们失之交臂。
（二）照搬照抄，学生创新意识丧失

写作本身就是创造，它是学生表达感情的需要。每个学生

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生活环境各不相同，而作文教学的目的

就是努力使学生真切地描写生活，真实地表达想法，写出充满

童真、童趣的文章。 而现在部分教师让学生机械背诵“范文”，
并教会学生照搬。 这样，即使学生遇到自己熟悉的写作内容，
也会害怕临 场 发 挥 的 作 文 与 高 分 失 之 交 臂 而 选 择 了 默 写 范

文，因此就失去了一次创意表达的机会。 时间长了，学生写作

的欲望磨灭了，学生的想象力禁锢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也跟着

丧失了。
二、背作文现象经久不衰的原因

（一）作文教学回报慢是背作文的主要原因

作文教学中，经常听教师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

有不少学生的作文让人心烦、头疼。 他们能说会道，怎么写起

作文来就语无伦次？ ”这道出了作文教学的实际情况。 虽说学

生很小就会说话， 但是真正让他们将口头语变成书面语却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教师要从一年级开始逐步教会学生写一

句话、一段话、一篇文章。这个过程时间漫长，需要外因和内因

的双向努力。 教师的教学水平高低不一， 学生的内因千差万

别，教学效果就往往不尽人意。因此，为了追求高分数，部分教

师选择了背作文，特别是对那些写作水平低下的学生，教师会

让他们背诵不同类型的作文，以不变应万变。
（二）追求教学质量的高分是背作文的重要原因

“教师好不好，就看我孩子的成绩咋样。”这是家长的口头

禅。一直以来，学生成绩的好坏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标

准。特别在评优评先和绩效考核中，班级学生的成绩更是主要

的尺度，这就促使了教师想尽办法提高学生的成绩。中高年级

的语文试卷里，作文所占的分数比例较高，哪个班学生的作文

成绩整体高，哪个班学生的语文成绩就高。 然而，一个班的学

生素质千差万别，要让每个学生的作文都生动、具体，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此，为了家长心目中好教师的形象，部

分教师就选择了“背作文”这个捷径。
三、让学生走出“背作文”误区的具体措施

（一）构建合理的教师评价标准，切断学生背诵作文的

源头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教师评价不再是简单地

判定谁是优秀的教师、谁合格或达标，而是和教师一起分析自

己工作中的成就和不足，提出改进计划，促进教师的成长和发

展。 ”而现在，学生成绩的高低仍作为评判教师水平的主要因

素，阻碍了作文教学的正常运行。 因此，只有构建合理的教师

评价，才能切断学生背诵作文的源头。教师评价标准的内容要

全面，评分细则要精准，要考虑教学的实际情况。 教师教学质

量的评比标准，除了算出学生的优秀率、合格率、平均分，还应

该与班级原来的成绩对比，看看班级成绩的进步率，再对比同

一年级其他班的进步率。这样，才能较客观地评判一个教师的

教学水平，才能让教师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使学生成为一个

真实健康快乐的人。
（二）切实提高作文教学效率，打消学生背诵作文的念头

1.关注社会生活，积累生活素材。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

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

感。 ”因小学生的生活阅历少，教师就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投

入到鲜活的生活之中，用感官去触摸生活，用心去感受生活，
从而触发情感， 为写作积累第一手材料。 在关注生活的过程

中，教师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要有顺序，有重点，有思考，
有想象。 同时，引导学生了解生活的多元性，让学生参与到家

庭事务中，比如，煮饭、洗衣等；欣赏自然的变化，到社区进行

义务劳动。再用微型日记记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而积少成

多，聚沙成塔。
2.坚守阅读阵地，习得写作方法。 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学

的双翼。 “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没有良好的吸收，又将以

何物倾吐呢？”因此，教师要坚守阅读这块战斗阵地，为作文教

学保驾护航。 首先，教师要发挥新课标文本的范例作用，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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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阅读教学中找准写作训练的点， 借鉴名家写作手法， 或仿

写，或扩写，或续写，或填充空白。由于阅读对写作的提升不是

一蹴而就的。 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不断积累。 如：
低年级阅读《伊索寓言》《格林童话》《三字经》及各种绘本，要

求学生做到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 中年级阅读《十万

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故事》等，高年级《论语》《唐诗三百首》
《冰心儿童文学集》等。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 ”阅读时让

学生做摘抄笔记，写读后心得，创造条件，让学生进行读书交

流，并鼓励学生将习得方法运用到习作中。
3.给予宽裕时间，习作水到渠成。 冰心曾经说过，人的精

神世界是个性化的、自然的，是充满了特别感情和情趣的，是

心灵的笑语和眼泪。因此，写作灵感的产生常常是人的显意识

和潜意识的相互交换的结果。 教师不能将一篇习作的完成仅

仅限于两堂作文教学课中， 而应该给予学生宽裕的时间。 比

如，习作课前，让学生围绕习作的内容进行观察、收集，使这些

片断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 课堂教学中， 通过创设特定的情

境，唤起学生的潜意识，使显意识和潜意识沟通，学生才挥笔

习作。 如果一些学生因个性差异，潜意识没有调动起来，无法

完成习作，教师应该再给学生一些时间，鼓励他继续观察、思

考，等待情感激发，再习作。 这样，学生的习作是应灵感而写，
因而水到渠成。

4.树立赏识意识，激发写作动力。 作文教学成功的关键就

在于使学生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结果，形成有效率的循环。 因

此，面对学生的作文，教师要树立赏识意识，赞赏其优点。 前

苏联教育家赞科夫 说：“作 文 讲 评 应 以 鼓 励 为 主， 把 写 得 好

的学生作文在全班 有 表 情 地 宣 读，比 一 百 次 表 扬 还 管 用。 ”
即使是一篇不成功的作文，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俗话说：“良

言一句三冬暖，恶 语 伤 人 六 月 寒。 ”教 师 从 表 扬 他 一 个 词 用

得好，一句话写得 美 等 细 微 末 节 中 着 手，再 用 商 量 的 语 气 提

出修改意见。
总之，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且重要的部分，让

学生背作文是急于求成的办法， 不能真正地提高学生的写作

水平。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教师应该不断尝试，不断思

考，一点一滴地教习作方法，循序渐进地进行习作训练。 教师

要像牵着一只只蜗牛， 走在习作教学的园地里， 在慢慢散步

中，欣赏习作中的美丽风景。 在慢慢等待中，享受习作带来的

快乐。 让学生在慢慢成长中，逐步提高作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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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农村小学阅读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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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固原市农村小学阅读教育状况，从社

会、学校、家庭和学生四个方面剖析了小学阅读教育存在的问

题及成因，从实际教育教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贫

困地区农村小学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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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古人关于读书的成功经验，
小学阶段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与良好阅读习惯培养的关键

时期，也是小学阶段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引导小学生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对开展阅读教育对提高小学生的读写

能力、扩展知识、发展思维、陶冶情操、促进学生志向的形成有

重要作用。 现代阅读教材中把阅读环境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

环境。自然环境主要是阅读者所生活的具体场所，社会环境包

括社会阅读观念和氛围、社会图书设施和各种文化活动等 [1]。
国内学者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环境现状、影响

因素、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成因以及良好阅读环境创建等方面

进行了研究， 部分专著中对读者自身心理状况和教育制度进

行研究[2]。 国外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阅读环境进行了研究，
其中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家庭阅读环境和社会阅读环境来分

析对阅读环境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3]。 阅

读环境与阅读习惯的养成如果有家长的指导， 对孩子将来的

成就具有积极的作用； 孩子的阅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

环境特征的影响，而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并非为关键因素；教

师的期望即教师对学生可教育性的观念在学校环境中对于学

生阅读能力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4，5]。
一、农村小学阅读教育现状

（一）社会教育

固原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六盘山地区， 是宁夏

省域副中心城市，宁夏五个地级市之一和唯一非沿黄河城市，
是中国西部前景极佳的待开发地区、中央确定重点扶贫的“三

西”地区之一。 2016 年户籍人口 150.11 万，回族 71.8 万，占全

市总人口的 44.5%，是流动人口输出大市。 近年来，随着西部

大开发和义务教育的普及， 固原市农村小学特别是重点扶贫

小学教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教学资源空前丰富，多媒体教

学模式不断普及。但在小学硬件教育资源不断完善的同时，农

村地区经济较城镇仍落后， 居民对于孩子的素质教育意识明

2019 年 3 月
第 9 期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阅读写作 Mar.2019
Vol.9

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