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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环节，学生在作文创作中总是会表

现出各种的不足，小学阶段很多有学生能够掌握个性化的创作方法，写

出的内容也多是大同小异，为达到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应结合

学生在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作文的教学中规避对学

生的放任自流，要从学生的视角展开互动，启发学生积极的联想互动，

更加细腻的描述情境，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创意联想中体现出童真

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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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文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并在作文中通过故事的
阐述升华情感，考察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直
观体现，目前学生由于累积较少，创作中优势较少，弊病较多，
教师应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掌握不同体裁的描写
技巧，使得学生的创作灵感迸发，写出精彩的内容。 

一、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作文缺乏真情实感  
作文内容缺少真情实感，学生的创作内容照搬照抄，虚构的

部分过多，没有依从生活的经历展开想象，反而是依从作文书中
的经典书写方式进行构思，写出的内容缺乏真实性，难以引起读
者的共鸣，部分学生记叙的内容较为苍白单调，教师对学生缺乏
必要的作文指导，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能力停滞不前，自
信心不足，写作中缺乏动力，始终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表达的
内容过于死板。 

2.作文内容脱离生活实际 
小学生的作文本应该体现出他们这个年龄的童真趣味，但实

际在写作中，学生的创作结果脱离真实的实际情况，夸大其词或
者千篇一律，教师传授给学生写作的技巧，学生不懂得使用，反
而在创作中胡编乱造，学生们不敢大胆的创新，担心写出个性化
的内容脱离教师的创作要求，在较为严格的写作格式下，学生虽
然不会出现大的错误，但也很少去创新思考。学生的水平参差不
齐，整体的教学效果不高。 

3.应付写作较为盛行  
因为作文在小学语文试卷中所占的分值较高，为了体现出老

师对作文教学的重视，就可能通过“题海战术”来给学生布置作
文任务，或者把整篇作文进行肢解，让学生根据固定的格式和作
文结构来进行写作。长此以往，学生自然对作文写作不感兴趣，
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任务，只好消极应对。 

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措施 
1.通过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兴趣是 好的老师。在实施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过程中，大

多数小学生害怕写作文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写作不感兴趣。因
此，要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有效性，就应该对学生的写作兴趣进
行有效的激发。小学语文教师在实施作文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将
写作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紧密的联系，引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和
体味生活，设置合理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兴趣，让学生
在实际生活的引导下，更好地掌握写作的内容和方法。例如，教
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难忘的第一次”这一教学内容写作的过程中，
就应该加强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系。教师在授课之前应该让学生
确定自己想要写什么事。是自己第一次做饭，第一次给爸妈倒水、
洗脚，还是第一次独自睡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经历组
织写作的内容和提纲，进而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  

2.通过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大多数小学

生害怕写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无话可写。
由此可见，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素材的积累也是非
常重要的。小学语文教师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增加学生的阅
读量，为学生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文章，让学生进行阅读和理解，
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理解作者用词造句的方法，让学生了解作者

的写作以及思维方法，从而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例如，在组织
学生完成“编童话故事”这一写作内容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通
过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来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教师在让学生完成
写作之前应该为学生选择一些较好的童话故事让学生阅读和理
解，进而掌握童话故事的基本结构以及一些基础的内容，积累一
些写作的素材，之后再让学生进行写作。这样可以让学生的写作
过程更加顺利。  

3.合理利用教学资源  
小学语文作文的教学资源较多，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

面，只有将下述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有效提高作文教
学的效率。第一，课堂资源。因为课堂是学生的主要学习阵地，
也是接触知识的主要途径，所以首先应该利用好现有的课堂资
源。就语文教材而言，其里面收录的文章包含了各种形式，比如
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老师在教会学生字词的同时，也应
该帮助学生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让学生通过句式、段落的模仿
来尝试写作另外的题材，由此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第二，课外
资源。因为教材中所包含的资源比较有限，为了进一步丰富学生
的知识，老师可以让学生多阅读一些课外读物，以熟悉各类作文
的写作方法和技巧，遇到一些精彩的语句和段落，可以让学生摘
抄下来，并在全班内分享，激发学生收集课外写作资源的兴趣和
动力。 

4.增强作文教学的趣味性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想小学语文

作文教学富有成效，就需要寓教于乐，通过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来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以《学雷锋》为题的作文学习当中，老
师不但要利用信息教学资源给学生普及“好人雷锋”的相关知识，
同样也可以让学生来进行角色扮演，还原某一次“雷锋做好事”
的片段，这样既能让学生觉得趣味十足，又能让他们更好、更透
彻的理解雷锋这个人，在之后的写作过程中，写作的灵感肯定会
如清泉般涌出。 

结束语：  
小学语文教学是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语文综合能力的

重要途径，小学教育属于学生的基础教育阶段，教学效果的好坏
直接影响学生之后的学习路程，影响学生初级知识体系的构建。
在目前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使用先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观念，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作文写作能力是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
必经之路，这些措施的运用不仅是作文教学的创新，也是小学教
育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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