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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新理念下的作文教学策略 
◆凌文弟 

（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梅桑村小学  广西百色  531500）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新的

课程理念为我们作文教学的改革带来新的挑战，提供了契机，也
指明了方向。在这次课改大背景的前提下，如何改进作文教学是
值得研究的。我们学校乘着这课程改革的春风确立了“新理念下
的作文教学探讨”的子课题进行研究，并以此作为全校贯彻课程
标准，实施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作文教学的新的理念，就是以促
进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为重点，重视
作文过程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全面提高语文素养。突破传统
作文教学封闭的模式和以知识为主的框框，构建以学生生活为基
础的，全面开放的作文教学的新模式。在教学中，我不断地探索、
实践，探索出作文教学改革的一些策略。 

一、不断改革作文课堂教学，把作文与其他学科整合。 
在作文教学中，我进行大胆的尝试，充分利用电教手段将作

文训练的内容向生活延伸，向不同的学科延伸。 
1.创设情境，主动参与，建构自主式的作文课堂教学 
传统的作文课堂教学往往是老师指导学生听，完了之后就让

学生开始写，整个课堂教学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很多学生并
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课堂的教学中来，写的时候当然是绞尽脑汁，
非常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在每一堂作文课之前都作好精心的
准备，为学生创设各种写作的情境，学生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
拓宽学生习作的空间，把作文课上成“自主作文课”，成为学生
倾吐情感、记录生活的写作实践课。老师只是作为一个引导者，
帮助学生调动生活的积累把想要说的话说出来，同时力求说好。
整个作文课是轻松的，愉悦的，学生有话可说，有情可抒，那么
到写的时候自然就不至于绞尽脑汁，费劲心思也憋不出干巴巴的
几句话了。 

2.拓宽题材，灵活使用教材中的作文 
课本中的一些习作要求和内容远离学生生活实际，如果教师

只按教材要求指导作文，课堂教学往往单调、枯燥，很难调动孩
子们作文的积极性，这种无米而成炊的作文教学扼杀了学生对作
文的兴趣，不仅老师害怕上作文课，学生更是讨厌上作文课。 

教学中要摆脱教材的束缚，从用好、用活教材入手，让作文
回到学生生活中去，将学生所熟悉的生活作为习作的内容，使得
他们乐于观察，乐于表达。一是改编要求。人教版十一册第一单
元，要求学生写一篇看图作文，从图上看中心可以定为尊敬教师，
材料是农村小姑娘采花送给教师，而这一切对于城市所在孩子们
来说是陌生的，教师在教学时，就要求学生从生活中自己选取材
料，学生一下子，就讲了许多身边的教师如何关心学生，学生如
何尊敬教师的事。具体真切的感受使孩子们有内容可作，从而表
达他们的真情实感。二是更换内容。小学生富于幻想，他们的生
活五彩斑斓，加上他们的爱好、情趣、性格千差万别，在他们对
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和见解后，如果仍然按照教材要求单纯采
用命题作文的形式，就有可能束缚学生的创造性。因此，对于那
些学生觉得无内容可写的习作我们按习作要求换成其它题目，或
让学生自己命题作文，写自己的所感所想所喜所忧，不限制时间，
不限制篇幅内容，写自己 想写的东西，让学生在情感世界里自
由驰骋，许多学生从写自己的生活、情绪、心态、愿望入手，抒
发自己的真实情怀。 

3.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对话和交流 
在作文课堂教学中，老师特别注重学生思维的动态发展，时

刻关注学生的变化。例如课堂上请学生上台交流，谈自己的想法，
同桌、小小组、甚至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或补充，或评价，
或建议，在这种交流中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完善，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了自己构思、选材、评价、修改等各方面的能力，这样的作
文课堂教学才能让学生实实在在地受益非浅。 

4.采用多样化的训练方式，做到作文与其他学科整合。如： 
（1）音乐作文——作文与音乐的美妙结合。 教学时，教师

将准备好的一段富有变化、含有情节、便于想象的音乐放给学生
听。听之前，教师将听音乐的目的、要求交代清楚。由于学生对

音乐的不同理解，以及在音乐欣赏能力和水平上的差异，不同的
学生会产生不同想象和联想，所形成的事物及事物呈现的状态、
方式也截然不同。因此所写出来的作文一定各具特色，个性鲜明。   

（2）图画作文——作文与美术的巧妙结合。 与看图作文所
不同的是，图画作文的图不是教师给定的，而是学生根据自己的
想象、幻想，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表象，然后用笔画出来，
后根据自己画出的图画，写成一篇文章。这种作文练习的过程，
能 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学生可以自由地想，
自由地画，自由地写。如让学生想象 20 年后的家乡变化、家庭
变化；再如，让学生给学校规划理想的设计蓝图等。学生一定会
兴趣盎然，展开想象的翅膀，所想的设计的也一定是各具特色，
个性鲜明。  

二、鼓励和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观察生活，关注社会。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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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达真情实感”。“语文的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作文教
学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并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他们的知识经
验水平，指导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立场去反映和表现小学生熟悉
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尝试。 

1.让学生写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或他们身边的事。人们常
说，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对许多小学生来说，他们常
常感到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要他们写自己身边的事，总认为“没
有什么好写的”；即使勉强写出来了，的的确确“平淡无奇”、枯
燥无味。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和各项
活动都是他们语文学习的资源。要把这种资源开发出来，就要让
学生成为活动的主人。因此，我经常组织学生开展了一些有益的
活动。如“竞选班长或组长”“博览群书”、“我是环保小卫士”
“今天我当家”“我是集体的一员”“我是小小辩论家”……等各
项活动，让学生享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美，发
展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潜能，并尽情表达各自内心世界的感
受，使作文教学和校园生活融为一体。 

2.从“自己”、从“身边”扩展开来。即引导学生关注身边
发生的事情，带领学生寻找人们议论的“热点”和“焦点”，表
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指导学生从
社会生活中确定和选择专题，组织和指导他们参观访问、搜集资
料、以及对资料进行加工整理，把作文教学贯穿其中，使作文教
学的过程成为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想通过多样化、多渠道、多类型的训练，不仅满足了学生
表达的欲望，同时在表达中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发挥。每一篇亲手
撰写的文章都是其个性独特感受、体验的结晶，这其中包含着作
者的独创，也充分展示了个性化习作训练所带来的作文教学的创
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