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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课改背景下农村小学作文教学的探讨 
韦汉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樟木镇川山小学 

摘要：基于新课改的趋势，小学作文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突破。提升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学成果，促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的全面提高，

语文施教者需积极主动调整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知识的储备量，以此满足新课改的教学需求，进而实现教育目标，让学生获得良好

地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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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语文的教学重难点是作文教学。新课改标准提出：语文

学科的学生需要对周边的事物留心，善于书面上的表达，强化作
文教学的自信心；要让学生知道学习作文能够与人良好地交流及
正确表达自己。教学过程中，深知多数学生意识中认为写作文非
常困难，缺乏灵感，无法找出合适地写作素材，即使费尽心思也
无从下笔，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造成此现象与教师的教育方式、
态度与思想息息相关。因此，基于新课改背景下探析农村小学作
文教学，进一步提升作文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写作兴趣。 

一、培养学生对生活事件的观察能力 
生活经历事件是小学语文作文素材的主要来源，教学活动应

以学生生活经验为导向。教师要将原来的教学模式进行改善，培
养学生事情观察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让学生可以在平常生活中
获得写作灵感，将经历的事件转化为写作素材，确定写作思路，
提升写作技巧和作文质量。由于多方原因，教学过程中，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对事情的观察、理解能
力尽不相同。这就对教师提出因材施教的要求，围绕写作主旨，
基于生活事件，为学生“量身定制”教学方式，引导其找到写作
思路和运用合适的写作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其次，基于
农村环境特点，学生经历的事件杂乱，教师需要对学生加强引导，
对经历的事物与人物细致观察并分类归集，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
录，作为写作素材的主要来源。最后，采取奖励策略，激发学生
写作兴趣，提高写作与学习积极性，主动投身于写作之中。此外，
教师要注重学生思考能力培养，对生活经验的细节形成自己特有
的领悟。 

二、充分发挥学生个人潜在能力 
随着素质教育的大力推广，教育活动将学生作为课堂学习主

体，将教师作为课堂主导，既发挥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又发挥
教师引导作用。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利用恰当地教学方法将学
生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让学生累积写作素材，实现学生写
作能力全面提高。例如，大多数教师在作文教学中，严格规定写
作要求，导致作文内容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形成定式思维，对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探索能力不利。基于新课改环境下，教师
应大胆放手，重视对学生主动写作能力的培养，营造发挥个人潜
能的空间，只要不偏题，符合逻辑，不应拘束于写作素材、写作
格式、修饰方式等。并且教师还要对学生具体情况实施个性指导，
辅助学生将不正确的写作习惯加以纠正；或是通过创办征文比
赛，宣传展示优秀作文等活动，让学生进取心得以增强。 

三、通过大小作文的写作训练追求文章真实性 
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活经验不足，小学生的作文内容通

常缺乏真实性，无法经得起读者反复推敲。例如，要求对南方北
方景色描写，学生仅能将南方景色写出来；要求写农村生活，学
生把没有体验过的事件也写出来；要求将周边的人物或事物写出
来，学生只是以菜单式罗列出来。针对此类状况，一方面与学生
的生活阅历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教师教学活动有关。因此，在
作文教学阶段，首先，教师对学生提出直抒胸臆、求真务实的要
求，将自身所见所想加以呈现，而并非修改或是抄写范文，不能

为了应付作业而乱编乱造。不但会违反作文教学的标准，这对提
高学生的作文素养极为不利。其次，教师对学生给予鼓励，让他
们每天都写小作文，反映事物真实中心思想，以此养成良好写作
习惯。每隔一周根据小作文内容，依照写作要求，写出一篇大作
文，并由教师详细审阅，严格把关，促进写作规范性的有效提升。
结合大小作文训练，帮助学生突破写作方面的困难，进而提升学
生写作的积极性。 

四、累积丰富化的写作材料 
作文教学过程中，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写作是读者的体会

及自我观点、情感抒发的呈现。基于此，教师对阅读活动重视度
的提高，有益于学生累积丰富的写作材料。在教学中，首先，让
学生养成写日记以及写随笔习惯，摘录阅读阶段的好句、好词，
并记录好课文观后感，应用于符合条件的写作中，不仅起到点睛
之笔，也体现学生的语言功底，既能促进作文质量的提升，还能
节约写作时间。其次，小学生选择阅读书籍题材能力不足，教师
需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或是推荐读本、刊物等，充分利用学校阅览
室及图书馆等相关资源，扩充学生阅读量，累积写作素材。 

五、运用多媒体技术扩展学生的写作思路 
施教者需要将传统教学模式加以改善，紧跟时代发展脚步，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技术，帮助学生将写作思路理清。
例如，依据写作方面的要求，将丰富的视频、图片、文字等材料
提供给学生，此种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口述。并且有益于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此外，在网络平台上下载优质范文教学，有益于
学生对写作技巧的模仿及掌握，提高学生各类修辞方法的应用和
写作技巧水平。如写有关夏天的作文时，若是仅凭学生生活经验
将很难完成。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下载与夏天有关的美景，
给学生营造有利于写作的情境，让学生有如同身临其境之感，身
边阵阵微风、河流湖泊、鸟语花香等，无形中激发学生写作灵感
和写作欲望。此种作文教学方法既满足新课改标准，也符合现代
化的发展需要，可以使学生在写作中自身情感得到真实抒发，为
写作锦上添花。 

结束语： 
总之，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尤为重要，能让学

生积累知识能力与语言表达力的全面提高，也非常有益于学生语
文素养的有效提高，所以，广大语文教师需要对作文教学高度重
视，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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