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要点

1. 三/四年级作文考试要求

2. 写作时通常遇到什么问题

3. 如何写好看图作文

 主题、内容、表达

4. 过程写作法概述

5. 学林小学的写作配套《提笔升华》

6. 总结



考查

项目

考试方式 题

数

分数/

比重

备注

看图

写段

按照图意

写作

（4幅图）

1 15/15% 字数必须在

50个字以上

（可使用教育部

批准的词典）



考查

项目

考试方式 题

数

分数/

比重

备注

看图

作文

按照图意

写作

（4幅图）

1 15/15% 字数必须在

80个字以上

（可使用教育部

批准的词典）



作文的常见问题

主题不明确

结尾不符合主题/没有说明主旨

内容缺乏

内容不完整

不会使用好词好句，描写不生动

错别字多，语句不通顺

内容

表达

主题





内容 表达主题

• 主题明确
• 写出明白了什么
道理

• 叙事清楚
• 情节合理
• 写出起因、经过
和结果

• 叙述生动
• 文句通顺
• 懂得使用好词好
句



怎么看出主题？

主题：不应该动手打人

图一：小华走到食堂买食物。

图二：明成不小心冲向小华，把
小华手中的食物打翻了。

图三：小华气得把明成打了一顿，
林老师看见后连忙阻止他。

图四：林老师告诉小华不应该打
同学。小华低着头向林老师认错。

参考词语：
食堂 打翻 跌倒 生气
责骂 阻止 后悔 认错

（参考提示词语）



主题明确
1.仔细看图了解每幅图的意思和主要事件。
2.确定主题
• 正确的行为：热心助人、诚实、关心他人、细
心、有礼貌、遵守交通规则……

不正确的行为：粗心大意、太顽皮、贪玩、恶
作剧、临时抱佛脚……



内容
仔细观察图意，图片的细节很重要

内容要合理，要有逻辑

要交代清楚主要内容
•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
• 事件的起因
• 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 事件的结果
• 从事件中明白的道理、吸取的教训和感想

故事要有衔接，要有连贯。



内容

图一：小华走到食
堂买食物。
（时间、地点、人
物+ 事件）

图二：明成不小
心撞倒小华，把
小华手中的食物
打翻了。

（起因）

图三：小华气得把
明成打了一顿，林
老师看见连忙阻止
他。（经过）

图四：林老师告
诉小华不应该打
同学。小华低着
头向林老师认错。

（结果）

结尾

开头



开头

（一）以天气开头

（三）以对话／声
音开头

“铃……”休息的铃声响了，同学们
都像小鸟似的飞出课室。

一个炎热的下午，太阳就像一个大火
球，把大地烤焦了。

根据图一用适当的开头法

参考词语：
食堂



“铃……”休息的铃声响了，同学们都像小鸟似的飞出课室。同
学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食堂买东西吃，小华也跑去食堂排队买他最
爱吃的炒面和鱼丸。

参考词语：食堂

开头 + 图一
（时间、地点、
人物和事件）



观察图意的细节

句子的连贯性

合理的情节

图二 （起因）

买了食物后，当小华要走到一张桌子
前坐下来享用美食时，明成忽然往小华的
方向跑去。他正在和朋友玩你追我跑的游
戏。只见他横冲直撞地冲向小华，把小华
手中的食物打翻了。小华跌了个四脚朝天，
还受了一点轻伤。



小华看着一地的食物，（1）气得咬牙切齿，他拉住明成的衣服领，
(2)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明成（3）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向小华道歉。
可是，小华还是不愿意原谅他。这时，林老师刚好经过，看到这种情形，
连忙上前阻止小华。

1.形容生气感受的词语。
2.形容动作的词语。
3.形容惊吓的词语。

好词好句让文章更
生动充实

图三（经过）

图与图之间有衔接

情节要合理



图四（结果）

林老师把小华带到办公室，并告诉他不应该打同学，还说明成不是
故意把他撞倒的。小华感到非常后悔，他红着脸低着头向林老师认错。
（总结感受）



结尾

俗话说：“经一事，长一智”经过这次的教训后，
小华再也不敢打同学了。（得到启示）

总结感受／得到的启示／学到的道理



如何把最后一幅图写好

例子：好人好事

1.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却感到十分高兴，我终于

体会到“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得到的

启示）

2.周围人的都向我投来赞扬的目光，老婆婆竖起大拇指称

赞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我听了，心里像吃了蜜糖

一样，甜滋滋的。（总结感受）



如何把最后一幅图写好

例子：得到教训

1. 俗话说（所谓）：经一事，长一智。经过这次的教训，

我终于明白了…… 。（得到的启示）

2. 这个教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毕生难忘。我应

该好好反省，决不让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得到的启示）



如何把最后一幅图写好
例子：意外事件

这起车祸让我了解“马路如虎口”的意思。我们过马路时一定要

小心，注意来往的车辆，时刻提高警惕，这样才能避免车祸的发生。

（得到的启示）

这起意外的发生是人为的疏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希望能吸

取这次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得到的启示）



如何把最后一幅图写好
例子：活动

今天玩得真痛快！虽然大家都累得说不出话来，但心里

却感到无比兴奋。（总结感受）

夕阳西下，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但却带着愉快的心情

一路哼着小调回家。（总结感受）



详略得当 突出感受
开头和结尾略写，作文的重点通常在第2－3幅图

要写出主要人物的想法和感受，略写不能突出文章主题的内容。

小华发现面被打翻后的心理和做法

明华被打后的反应

老师看到事件后的反应

小华买面的过程略写：

详写：

开头和结尾

明成在学校食堂撞到小华的过程



表达
句子通顺，不要写太长太复杂的句子

用词恰当，好词好句用前要搞清楚意思

词汇丰富 句式多样化

内容完整 不用分段（小三）

结构完整 段落分明（小四）



表达
如何让句子变得更生动，有趣。

方法一

承接/过渡 + 心情 +表情 + 想法/动作

1. 我看到这起意外，感到很吃惊。

2.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承接），我惊得(心情)目

瞪口呆（表情），大脑一片空白（想法），像根木头

似的站在原地（动作）。



表达
如何让句子变得更生动有趣？

方法二

承接/过渡 + 心情 + 表情 + 想法/动作/语言

对话
• 简单
• 真实性
• 能带出人物性格



表达 – 对话



过程写作教学法

“过程法”认为：

写作是一个循环式的心理认知过程、思维创作
过程和社会交互过程。

写作者必须通过写作过程的一系列认知、交互
活动来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交互能力和书面
表达能力。



课内／课外进行
（构思内容、选取适当文体）

课内／课外进行
（教师找出作文中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同

伴根据教师意见给出反馈信息）

课内／课外进行
（修改内容、结构和表达，教师教导修改方法；
作者与同伴共同参加评改，教师收回稿件评议）

课内／课外进行
（作者根据教师、同伴的意见，全面考虑，最后

加工修改，形成最终作品）

过程写作教学法的一般步骤
课内／课外进行

（集思广益、选定主题、了解好词好句、）



学林小学的作文指导手册
《提笔升华》



三/四年级（教学重点）

 1. 写段（从“写句到写段”
衔接的训练）

 2. “开头”、“结尾”的训
练（基本）

 3. “心理、动作”描写（基
本）

 4. 过程写作法（从第二学段
开始）

 5. 自我/同侪/老师评估

 1. 写篇

（从“写段到写篇”衔接的训练）

 2.“开头”、“结尾”的训练

（中级）

 3. “心理、动作、对话”描写

（中级）

 5.  过程写作法（作文1至8）

 6. 自我/同侪/老师评估



三年级：写作过程的训练
-六何法和分段练习



三年级：写作过程的训练-开头和结尾



三年级：开头的训练



三年级：写作过程的训
练- 句子描写



三年级：写作过程的训练- 从句到段



三年级：提供作文辅助词语



三年级：额外资料- 常写错的字



四年级：重温三年级学过的作文知识



四年级：进一步学习动作和心理描写



同侪／自我评估



同侪／自我评估



同侪／自我评估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
作文开头 利用提笔升华

天气开头

人物

对话／声音开头

内容

有详有略 突出感受

表达

句子通顺，用词恰当

结尾／总结

交代结局，总结感受／得到启示



如何提高整体写作技巧

尽可能多写作文

先完成写作大纲，再写段落或全篇

获得别人反馈，多修改文章

先模仿后创新



问与答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