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家长分享会

学林小学

五、六年级作文



主要内容

• 试卷蓝图、题型

• 如何写好作文

• 学校的作文教学

• 问与答



五/六年级考试试卷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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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图+1空图+ 

8个参考词语）

2选1 40/20%

字数必须在

100个字以上

（可使用教育部批准的词典）
命题作文 按照题目写作

（3－4提示）

普通华文



五/六年级考试试卷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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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图+1空图+ 

8个参考词语）

2选1 40/20%

字数必须在

100个字以上

（可使用教育部批准的词典）
命题作文 按照题目写作

（3－4提示）

普通华文

《他/她的劝告让我改过自新》
写作时，你可以参考下面的要点：
•谁的劝告使你改过自新？
•他/她说了些什么？
•你怎样改过自新？
•周围的人对你的改变有什么看法？



五/六年级考试试卷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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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图+1空图+ 

8个参考词语）

2选1 40/20%

字数必须在

100个字以上

（可使用教育部批准的词典）
命题作文 按照题目写作

（3－4提示）

普通华文



如何写好作文
内容
20分

表达
20分

不切题 离题



内容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3.情节合理、有逻辑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仔细观察图片

•根据图意和参考词语展开合理的
想象

•多用描写，让文章更生动形象





同学一：
小丽吃完午餐，就拿起书包

和文件夹，向课室走去。她走
路的时候，一张考卷掉落在地
面上。

内容不符合图意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同学一：
小丽在食堂里津津有味地吃

着面，却不知道她的作业掉了
出来。

同学二：
小丽来到食堂，把书包和文

件夹放在一张长凳上。她买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坐在长
凳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
吃面时，浑然不觉她昨天的功
课从她身旁的文件夹里滑了出
来，掉在了椅子旁边。

通过对图片的仔
细观察，清楚地
交代了作业掉在
地上的过程，也
为后文作业被弄
脏作了铺垫。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为什么会掉出来？掉到哪里？没有交代清楚。



在老师讲课时，小丽
发现作业不见了。经
过老师的同意，小丽
便下去食堂找一趟。

写得太简单了，
不够充实生动。
应加入动作、对
话、心理等描写，
让文章更丰富、
生动。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描写

动作心理 语言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心理描写

• 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用文
字表述描绘出来

• 例如：小丽又仔细地找了一次那份
功课，但还是找不到。小丽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她想：我的作业怎
么会不翼而飞呢？我还记得昨晚我
明明把它放进了文件夹里，难道，
作业刚才掉在食堂了？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语言描写

• 通过对人物的对话、独白及语气的描
写，以表现人物身份、思想、感情和
性格的写作方法。

• 例如：小丽吞吞吐吐地对老师说：
“老师……我好像把作业掉在食堂里
了，可以……去拿吗？”林老师听了，
严肃地对小丽说：“快去快回。”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动作描写

• 对人物行为的描写，描写人物做什
么和怎么做

• 例如：小丽得到老师的允许后，立
刻脚下生风地冲向食堂。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小丽要把功课交给老师的时
候，猛然发现她的作业不见了。
小丽又仔细地找了一次那份功课，
但还是找不到。小丽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她想：我的作业怎么
会不翼而飞呢？我还记得昨晚我
明明把它放进了文件夹里，难道，
作业刚才掉在食堂了？小丽吞吞
吐吐地对老师说：“老师……我
好像把作业掉在食堂里了，可
以……去拿吗？”林老师听了，
严肃地对小丽说：“快去快回。”
小丽得到老师的允许后，立刻脚
下生风地冲向食堂。

在老师讲课时，小丽发
现作业不见了。经过老
师的同意，小丽便下去
食堂找一趟。

1.内容符合图意、充实生动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仔细观察图意（了解主要内容）

•内容详略得当，紧扣主题

•展开合理想象，推断事件结果

•结尾总结，点明文章主题



常见主题

• 做好事－热心助人、诚实、警民合作、邻里之间
守望互助、拾金不昧……

• 做错事后吸取教训，明白了什么道理

 不应该－粗心大意、太顽皮、贪玩、说谎、临时
抱佛脚……

 应该－细心、有礼貌、遵守规则、合理安排时间
温习功课……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主次分明 详略得当

• 能体现文章主题的内容详细地写

• 与文章主题无关的内容不写或略写

• 避免开头过长，虎头蛇尾

• 结尾要能突出主题

“小丽！快点起床！你为什么那么晚睡觉呢？”妈
妈生气地问。“因为……因为昨天我玩游戏机玩得忘
了时间。”我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快点吧。已经
七点了。”听了那句话后，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学校。到了学校，由于我没有时
间吃早饭，上课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终于等到休
息时间，我立刻脚下生风地冲去食堂……

虽然描写生动，
但与主题无关。
建议略写或删
去。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假期刚结束，我没
有交到朋友。我先自我
介绍吧！我是一个小六
的同学，我有一头乌黑
的头发，一双大眼睛。
我性格内向，不喜欢交
朋友。

和文章主题
无关，不需
要写。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小丽长得美丽可爱，
性格乖巧。可她有一个
坏毛病，就是粗心大意，
经常丢三落四。为此，
父母和老师常常提醒她，
她却一直没有改掉这个
坏毛病。

与主题有关，
开篇明义，
点明主题。



问题
/困难

原因

原因

解决过程 结果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人物的
反应 人物的感

受、反思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根据图意和参考词语合理安排
故事情节

•清楚交代故事的结局

•写出人物对事件的感受

•总结全文（结尾）

最后一幅图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小丽带着肮脏的功课回到
课室，小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五一十地告诉老师。小丽的
脸“唰”地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
羞愧地低下头，不敢看老师。
老师让小丽重做一份功课，然
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所谓：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
个人都会犯错。希望你能记住
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这么粗
心大意了。”小丽重重地点头，
在心里暗暗发誓，绝不再犯同
样的错误……

俗话说：“经一事，长一
智。”经过这次的教训，小丽
离开一个地方前，都会检查周
围，确保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交代了故事的结
局，写清楚了人
物的感受，总结
和点明了本文的
主题。

2.主次分明、主题明确



3.情节合理、有逻辑

•情节应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

•情节应符合客观规律

“啊！为什么我的作业变得这么湿
了？”我叫道。校工看见了，心里很内
疚，心想：都是我不小心，把她的作业
弄湿了。



表达

1.结构完整，段落分明

2.用词丰富恰当，句式有变化

3.语句通顺，标点正确，错别字少



1.结构完整，段落分明

• 结构完整：开头、主体、结尾

首尾呼应、承上启下

• 段落分明：时间、地点发生变化时分段



开头

• 天气开头法

• 声音开头法

• 人物开头法

• 对话开头法

• 回忆开头法

• 引用开头法

《提笔升华》



天气开头法

这件事虽然过了很久了，但是
老师那慈祥的面孔却时时浮现在小
丽眼前，恳切的话语深深地留在小
丽的脑海里。小丽时常在回忆往事
中反省自己，而老师的那番话让她
终生难忘，受益无穷…… 

“铃……铃……”午餐铃声响
了，同学们一窝蜂地冲出课室。

回忆开头法

声音开头法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中午，
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



结尾

•总结结尾法：总结对这件事情的感受

•启示结尾法：通过这件事学会／明白
的一个道理

•猜测结尾法：给故事的结局留一个想
象的空间

《提笔升华》



总结结尾法



启示结尾法



猜测结尾法



2.用词丰富、恰当

小明看到小华受伤
了，三步并作两步地来
到老师办公室。老师听
到了，三步并作两步地
跑回教室。她带着小华
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医
务室，并给小华的父母
打电话。小华的父母知
道了这件事，三步并作
两步地来到学校。

小明看到小华受伤
了，三步并作两步地跑
到老师办公室。老师心
急如焚，连忙冲回教室。
她看到小华伤得那么重，
健步如飞地带着小华赶
到医务室，并给小华的
父母打电话。得知这件
事，小华的父母焦急万
分，匆匆忙忙地赶到学
校。



2.用词丰富、恰当

• 理解词义

• 清楚用法

例如：守望相助（只能用于邻居之间互相
帮助，不能用于朋友、同学之间）



• 避免太长太复杂的句子

•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例如：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校服戴着眼镜的
中学生扶着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小男孩过马路。

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中学生，他戴着眼镜、穿
着校服，正在扶一个小男孩过马路，那个小男
孩走路一拐一拐地，我想他应该是受伤了。

3.语句通顺，标点正确，错别字少



3.语句通顺，标点正确，错别字少

• 注意句子的结构

例如：休息时，小明捡到一个钱包在食堂里。×

休息时，小明在食堂里捡到一个钱包。√

所谓：“赠人玫瑰，手留鱼香。”余



学校的作文教学
• 过程写作法

• 作文配套校本--《提笔升华》

• 以读教写--《欢乐伙伴》



过程写作教学法
Process Writ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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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设问、提出具体意见，同伴根据反馈

标准给出反馈信息）

课内／课外进行
（侧重内容和结构，兼顾语言形式，教师监控，
提供修改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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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全面汇总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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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素材、选定主题）



内容

提问

评价

添加 ⊕

赞扬



表达



同侪／自我评估



同侪／自我评估



同侪／自我评估



同侪／自我评估



不同程度的例文



 根据学生能力设定标准

 指出学生进步的地方



新教材—《欢乐伙伴》









• 积累词汇
• 积累句式
• 学习写作手法
• 学习修辞手法

P6第一课
《石缝里的小花》



新教材—《欢乐伙伴》

• 分散学习难点

• 课文--写作范本

• 以“读”和“说”为“写”铺垫



问与答

https://form.gov.sg/61e6ec623d1dc500137d8238

请扫描QR码填写反馈表。谢谢。
( P5/ P6 WRITING WORKSHOP 2022)

https://form.gov.sg/61e6ec623d1dc500137d8238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