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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级小学生分类作文



五项全能，
全面攻占作文堡垒

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本

书紧扣最新《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结

合各年级学生的特性，着重于培养学生的

观察、积累、表达、想象及创新能力，全

方位辅导学生写作，让学生轻松提高各项

能力，掌握写作方法，快乐作文！

1 培养观察能力

2 积累写作素材

生活处处充满故事，无论抓住哪一点，都可以尽情发挥。但在面对

纷繁复杂的人和事时，学生往往抓不住重点，因素材太杂而无从下笔，

这就需要培养学生有目的、内化式的积累能力。本书通过分门别类的讲

解，为学生提供方向性的素材积累训练，使家庭生活、邻里亲情、校园

喜怒、花鸟虫鱼等皆成为写作的沃土，从而培育出丰硕的果实。

观察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活中，我们每

天都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和事，多方位、多层面的细致观察，不仅能

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掘生活的内在价值和乐趣，而且也是写好文章的必要

前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目的、有步骤地引导学生正确

观察事物，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懂得从生活中提取素材，

做到“有话可写”。



3 锻炼表达能力

广泛地阅览各类书籍、报纸和杂志，不仅能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积

累丰厚的语言资源，而且还能锻炼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形成良好

的语言表达习惯。同时，在多积累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行写作实践，

从仿写到创新，一步一步提高写作能力。这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自

然能够出口成章，下笔如有神了。

4 放飞想象之翼

“想象是人类思维中最美的花朵。”写作时，我们可以用想象来弥补

和突破现有生活经验的欠缺和局限，化无为有，化实为虚。在作文设置

上，通过适当引入插图、巧设情境、换位思考等多种训练方式，来培养

学生的想象力，给学生的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其自由翱翔，放飞童

真，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乐土！

5 启发创新思维

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穷的，要想提高创新能力，关键在于不断挖掘

和巧妙运用。生活中，我们应学会发散思维，从多方面思考问题，避免

将自己局限在传统的思维定式里。阅读时，我们要学会适时发挥联想和

想象，给心灵造一座奇异的城堡。如此，一种想法，经过千百次的锤炼，

诉诸笔端，自然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读来韵味无穷。



1 夯实的技法讲解，帮你找到写作窍门

六大写作技巧 根据学生的年级特征，并结合语文新课标的写

作要求，提炼出六大技法点，由浅入深，细致讲

解，让学生扎扎实实积累写作方法。

名师课堂开讲 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名师紧密结合语文教材中

的典型段落，及学生习作中的优美段落，进行

分点讲解，让学生准确把握技巧点，找到写作

窍门。

2 同步的课堂设置，助你明确写作目标

写作风向标 或原题呈现课后习作，或高度概括课后习题，

让学生在第一时间掌握写作动态，明确写作主

旨，确定写作方向。

妙招大放送 根据写作题目快速构思立意，并对构思过程展

开详尽阐释，从而为学生提供最直观、最有效

的写作模板，拓展学生的写作思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 丰富的名家名篇，为你开阔写作视野

精彩阅读 针对不同的年级，为学生提供最适合的阅读书

目，让学生在趣味中开启心智，不断积累写作

知识，激发写作兴趣。

名家谈写作 搜集众多作家关于写作的经验之谈，帮助学生深

入探讨写作方法，钻研作文，进而写出立意高

远、文采飞扬、素材鲜活的作文来。

3 经典的范例演示，为你解开写作谜团

我爱寻宝 精选优美语段，不仅从语段中提炼亮点进行分

析讲解，还精心设置互动环节，让学生养成积

极自主的思维习惯，不断提高动手能力。

误区解读

思路导航 根据内容分点罗列，之后紧跟相关语段，两者紧

密结合，让学生能够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

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针对学生易犯的作文毛病，

深入分析失误原因，提出改进策略，让学生点石

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4 优秀的学生习作，让你尽情欣赏借鉴

范文赏一赏 紧扣课后习作，呈现最优质的课堂同步作文，

让学生在欣赏佳作的同时充分借鉴他人的写作

亮点，扬长避短，提高写作水平。

范文精评

佳作欣赏 分门别类地展示各种题材和体裁的精品范文，让

学生尽情享受琳琅满目的作文盛宴，全面开拓写

作视野，熟练应对各类写作难题。

一线名师对经典学生佳作中的闪光点进行评析，无

论是从语言到内容，还是从立意到结构，都紧密

结合技法讲解，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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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部分 写作技巧提升指南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传授知识给学生，不如传

授学习知识的方法给学生。根据最新《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关

于 3年级学生习作要求的规定，我们精心设置了技巧提升部

分，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这里有：

仔 细 观

察生活

学 会 选

词造句

合 理 安

排详略

掌 握 写

作顺序
灵 活 运

用修辞
写 好 开

头结尾

作文新天地，期待你一展身手！



小学生分类作文 3 年级

技巧一 仔细观察生活

作文原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仔细观察生活，才会有丰富的写作材

料，才有可能写出生动感人的作文。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观察是写作的重要前提，那么，生活中都要注意观察些什么呢？

1 观·察·大·自·然·的·“奇”

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日月星云、山川田野、风霜雨雪、雷电冰雹、

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千姿百态，变化莫测……仔细观察这些景观的

突出特点，定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写作材料。

示例 语段一：到了花果山，我一看，呀，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那里

绿树成荫，站在树下，感觉不到一丝的炎热。花果山不仅树多，而且怪

石嶙峋，有的像玉兔，有的像白龙马，有的像骆驼……导游告诉我：唐

僧取经的时候用了白龙马，没有用骆驼，骆驼不服气，所以它每天都对

如来佛说：“为什么当时不用我？为什么不用我……”每一块石头都有

一个神奇的故事，有趣极了。

语段二：不久，东方出现了一道红霞，我知道太阳就要出来了，便

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过了一会儿，天空被染红了，渐渐地，越来越

亮。忽然，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露出了边线，是粉红？是大红？那么鲜

艳。“是太阳！”我大叫起来。那果然是太阳，它露出了半边笑脸，渐

渐地扩大，成了半圆形。不一会儿，它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使劲儿向

上升。到了最后，它终于挣脱了地平线，完全跳出海面。

语段一中，小作者观察了花果山的石头，并发挥自己的想象，用比

喻手法把石头的形状生动地展现出来。语段二中，小作者借助视觉进行

细致观察，生动地描写出太阳升起、变化的过程。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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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师生之间，

陌生人之间，都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接触。通过交往，我们彼此间可能产

生崇高的友谊，萌发人间的真情，也可能发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这

些都可以写入我们的作文中！

示例 刚开始，我埋怨外公多管闲事，外公却说：“助人为乐是一种美

好的品质，看到她们母女相逢，你该高兴才是呀！”是啊，听了外公的

话，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敬佩我的外公，敬佩他助人为乐的美好品格。

外公的话让小作者明白了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好品格，也让读者深感

外公的伟大。

解析

3 观·察·活·动·中·的·“乐”

每天我们都要参加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如课外体育活动、班队活

动、家务劳动、自我服务性劳动、公益劳动等。我们从中学知识，学技

能，其中有艰辛，更有欢乐，把这些用汗水换来的欢乐与成果记下来，

多么有意义啊！

示例“啪”的一声，螃蟹掉在我的面前，我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就拿。突

然我“哇”地大哭起来，原来螃蟹的两只大钳子死死地钳住了我的两个

手指，任凭我怎么甩，也甩不掉。这可把哥哥笑坏了，他说：“你别

动，学羊叫，它就会放开了！”我真的不动弹，学着羊“咩”地叫了两

声，螃蟹果然松开了。我看着被钳破了的手，气得用篓子狠狠地向螃蟹

砸去。

将童年的乐趣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被螃蟹钳住手后“我”的

动作和哥哥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解析

一部分第 写作技巧提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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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分类作文 3 年级

技巧二 学会选词造句

作文是由句子组成的，句子是作文的基础；而句子又是由词语组成

的，词语是句子的基础。如果所选的词语不恰当，写出来的句子语序混

乱，读者就很难理解句子的意思，更别说理解作文的内容了，甚至还会

闹出错误和笑话来。那么，如何选择恰当的词语并写出通顺的句子呢？

1 积·累·丰·富·的·词·汇

要写好作文，就必须积累丰富的词汇，并学会灵活地运用它们。这

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多看书，还要多留心生活中的知识，遇到自己不认识

的词不但要想办法明白其意思，还要学会灵活运用。我们要注意积累表

示事物名称的词语，如君子兰、曙光、海鸥、梯田等；描写颜色的词

语，如银灰、天蓝、枣红、金灿灿、绿莹莹、白茫茫等；丰富的拟声

词，如嗖嗖、咔嚓、咕咚等；描写景色的成语，如山清水秀、绿树成

荫、桃红柳绿……只要积累了丰富的词语，并了解其含义，定能在写作

时快速、准确地选取最为恰当的词语，为作文增色增分。

2 把·握·词·语·的·先·后·顺·序

要想把句子写通顺，最重要的是安排好词语在句子中的先后顺序。

哪个词在前，哪个词在后，哪个词和哪个词搭配，都要按照一定的顺序

组合排列，不能混淆。如“爷爷告诉我，爸爸出门了”和“我告诉爷

爷，爸爸出门了”，两句的字词完全一样，只是颠倒了两个词的顺序，

就使得句子的意思发生了变化，第一句话是爷爷告诉“我”爸爸出门的

事情，第二句话则变成“我”告诉爷爷爸爸出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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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子·要·写·得·合·乎·事·理

要想把句子写通顺，就要做到合乎事理。在写作的时候，要多琢磨

所写的事物的逻辑关系，这就要求学生在生活中多观察、多思考。否

则，即使一个句子的语序对了，如果不符合事理，那也是病句。

示例 语句一：春天到了，种子在发芽、生根、长叶。

语句二：春天到了，种子在长叶、生根、发芽。

语句一简洁通顺，合乎植物生长的规律；语句二读起来也很通顺，

但不合事理，因为植物的生长规律是发芽—生根—长叶。可见，违背事

理的句子，在意思上是讲不通的。

解析

4 句·子·要·写·得·合·乎·语·言·习·惯

要把句子写通顺，还要做到合乎我们的语言习惯。写作时，如果句

子不符合语言习惯，肯定会闹出笑话。比如，我们平常说的“刮风了”、

“下雨了”、“吃饭”、“喝茶”，如果改成“刮雨了”、“下风了”、“喝

饭”、“吃茶”，让别人听到，肯定会认为你在胡说八道。此外，不同的

地方会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我们在写作时，要避免把自己的方言套用到

作文中，否则句子读起来就会生硬别扭。

示例 语句一：我有吃饭。

语句二：我吃了饭。

语句一显然是粤方言的用语习惯，喜欢用“有”字表示动作的完

成，但其他地区的人肯定会觉得这句话别扭，难以理解。而在普通话中，

一般是用“了”来表示完成状态，正如语句二。

解析

一部分第 写作技巧提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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