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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作文教学之细节描写教学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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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理论基础探讨、教学策略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指标与数据分析，对细节描写教学进行了深入研究。选取

平行班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确保两组学生写作水平相近，通过前后测对比评估教学策略的效果。实验组学生在接受细节

描写教学策略后，细节描写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写作兴趣、观察能力和文学素养也得到了明显提高。细节描写教学策

略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升具有显著效果，能够增加细节描写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观察能力和

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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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节描写教学的理论基础

1.1 细节描写在记叙文中的作用

细节描写在记叙文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

能增强文章的真实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事件现场，还能

丰富人物形象，使人物性格和情感更加鲜明立体。细节描

写还能营造特定的氛围和情境，传达文章的情感和意境。

更重要的是它往往为情节的发展提供线索，推动故事情节

的深入展开 [1]。

1.2 细节描写的方法与技巧

细节描写的方法与技巧丰富多样，其核心在于细腻、

具体的描绘。多维度描绘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官，

使描写更加生动全面；典型细节选取则强调在众多细节中

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细腻动作描写能展现人物性格和情

感，增强文章感染力；环境烘托则通过描写环境来烘托人

物情感和心境，使文章更具层次感和立体感。

2 细节描写教学的公式原理

2.1 五感描写公式及其应用

验证五感描写公式在提升小学高年级学生细节描写能

力方面的有效性，随机选取两个平行班作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学生人数相同，确保两组学生的写作水平相近。

实验组采用五感描写公式进行细节描写教学，对照组则采

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周期为期一个月。在教学前后分

别对两组学生进行细节描写测试，收集测试成绩作为实验

数据。在实验开始前对两组学生进行细节描写前测，记录

测试成绩。实验组采用五感描写公式进行教学，对照组采

用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细节描写

后测，记录测试成绩。

表 1  五感描写公式及其应用实验结果

组别 前测平均分 后测平均分 进步幅度（后测 - 前测）

实验组 70 85 15

对照组 71 74 3

为了量化评估五感描写公式的教学效果，引入以下公

式来计算进步率：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两组学生在实验前的细节描写能力

相近，平均分相差不大（实验组 70 分，对照组 71 分），

说明样本选择合理，实验具有可比性。实验组学生在接受

五感描写公式教学后，后测平均分显著提高至 85 分，进步

幅度达到 15 分，进步率高达 21.4%。对照组学生在接受传

统教学后，后测平均分仅提升至 74 分，进步幅度仅为 3 分，

进步率仅为 4.2%。

2.2 总分总结构公式在细节描写中的运用

本实验旨在探究总分总结构公式在提升小学高年级学

生细节描写能力上的有效性，随机选取了两个写作水平相

近的平行班，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学生人数相等。

实验组采用总分总结构公式进行细节描写教学，强调先总

述整体情况，再分述具体细节，最后总结归纳的结构安排。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组织语言，突出重点内

容。对照组则继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经过为期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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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两次的教学实践后对两组学生进行了细节描写能力的

前后测，测试内容涵盖准确性、生动性、逻辑性等方面。

通过对比分析前后测成绩，评估总分总结构公式对提升学

生细节描写能力的实际效果。

表 2  总分总结构公式在细节描写中的运用平均分

组别 前测 后测 进步

实验 68 84 16

对照 69 72 3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对比中，实验前实验组与对

照组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相近，前测平均分分别为 68 分和

69 分，差异不显著。实验后实验组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显

著提升，后测平均分达到 84 分，进步幅度高达 16 分，进

步率为 23.5%，这表明总分总结构公式在细节描写教学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对照组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虽有提升，但

进步幅度较小，仅为 3 分，进步率为 4.3%，这进一步凸显

了总分总结构公式在提升细节描写能力方面的优势。

3 模拟仿真实验在细节描写教学中的应用

3.1 角色扮演法的实验设计与效果

本实验旨在评估角色扮演法在细节描写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探究其在提升学生细节描写能力方面的作用。实验

选取了两个写作水平相近的班级，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实验组采用角色扮演法进行细节描写教学，而对照组

则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实验开始前对两组学生的细节描

写能力进行了前测评估。实验过程中实验组通过角色扮演

的方式，让学生模拟不同的角色和情境，从而在具体的情

境中学习和运用细节描写技巧 [2]。对照组则按照传统的教学

方式进行细节描写的学习，实验结束后再次对两组学生的

细节描写能力进行了后测评估。

表 3  角色扮演法的实验设计实验结果

组别 细节描写 - 前 细节描写 - 后

实验 70 85

对照 69 72

表 3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在接受角色扮演法教学

后，细节描写能力得分从 70 分提升至 85 分，显示出显著

的提升。相比之下对照组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得分仅从 69

分提升至 72 分，变化相对较小。这表明角色扮演法在细节

描写教学中具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细节描写

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角色扮演法通过模拟真实的情境和

角色，使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习和运用细节描写技巧，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参与度。角色扮演法还促进

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使学生在互动中学习和借鉴他

人的优点，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

3.2 观察实验法的实施

本实验旨在评估观察实验法在细节描写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以探究其在提升学生细节描写能力方面的作用。实

验选取了两个写作水平相近的班级，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实验组采用观察实验法进行细节描写教学，对照组

则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实验开始前对两组学生的细节

描写能力进行了前测评估，以确保两组学生的起始水平相

当。实验组学生被引导去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如人物

的表情、动作、环境布置等，并通过讨论和分享来加深对

细节描写的理解，对照组则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细节

描写的学习 [3]。在实验结束后再次对两组学生的细节描写能

力进行了后测评估，以下表 5 是实验数据展示：

表 4  观察实验法的实施数据结果

组别 细节描写 - 前 细节描写 - 后

实验 68 82

对照 67 69

从数据表 4 中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在接受观察实验法

教学后，细节描写能力得分从 68 分提升至 82 分，显示出

显著的提升。这表明观察实验法在细节描写教学中具有显

著效果，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相比之下对

照组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得分仅从 67 分提升至 69 分，变

化相对较小，进一步证明了实验组教学策略的有效性。观

察实验法通过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培养了学生的

观察力和感知力，使学生在写作时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和描

述细节。同时通过讨论和分享，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也激

发了学生的创作灵感，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积极性。

4 实验结果指标与数据分析

4.1 细节描写数量与质量的统计与分析

本实验针对小学高年级学生，旨在通过统计与分析细

节描写的数量与质量，来评估特定教学策略对提升学生细

节描写能力的效果。随机选取了两个写作水平相近的平行班，

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了引入五感描写公式、

总分总结构公式等特定细节描写教学策略，而对照组则沿用

传统教学方法。经过为期四个月，每周四次的教学后对两组

学生作文中的细节描写数量进行了计数，并通过专家评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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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评分标准对细节描写质量进行了评估 [4]。

表 5 细节描写数量与质量的统计实验结果

组别 细节 - 前 细节 - 后 质量 - 前 质量 - 后

实验 50 75 3.5 4.5

对照 48 52 3.4 3.6

表 5 中实验组细节描写数量显著增长，实验组学生在

接受特定的细节描写教学策略后，细节描写数量从 50 增长

到 75，增长率为 50%，这一显著增长表明教学策略有效促

进了学生在作文中增加细节描写的数量。实验组学生的细节

描写质量评分从 3.5 提升到 4.5（假设评分范围为 1-5），增

长率为 28.57%。这表明教学策略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的数量，

还显著提升了细节描写的质量。对照组学生的细节描写数量

从 48 增长到 52，增长率为 8.33%，细节描写质量评分从 3.4

提升到 3.6，增长率为 5.88%，这一结果进一步凸显了特定教

学策略在提升细节描写数量与质量方面的优势。

4.2 学生写作兴趣与观察能力的变化

本实验旨在评估细节描写教学策略对小学高年级学生

写作兴趣与观察能力的影响，随机选取两个班级，分别作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细节描写教学策略，对照

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观察任务评估学生

的写作兴趣与观察能力。

表 6  学生写作兴趣与观察能力的变化实验数据

组别 兴趣 - 前 兴趣 - 后 观察 - 前 观察 - 后

实验 3.2 4.5 3.0 4.2

对照 3.1 3.3 2.9 3.1

表 6 数据分析显示实验组学生写作兴趣与观察能力的后

测得分均高于前测，且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细节描写教

学策略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观察能力，而对照组学

生变化不大，进一步证明了实验组教学策略的有效性。

4.3 学生文学素养提升的具体表现

本实验旨在评估细节描写教学策略对小学高年级学生

文学素养提升的具体表现，随机选取了两个班级，分别作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细节描写教学策略，对照

组则采用传统教学方法，通过文学素养测试来评估学生的

文学素养水平。

表 7  学生文学素养提升的具体表现实验结果

组别 文学素养 - 前 文学素养 - 后

实验 72 85

对照 70 73

表 7 数据分析显示实验组学生在接受细节描写教学策

略后，文学素养测试得分从 72 分提升至 85 分，表明其文

学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对照组学生的文学素养

测试得分仅从 70 分提升至 73 分，变化不大，这表明细节

描写教学策略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

5 结论

细节描写教学策略在小学高年级作文教学中具有显著

效果，通过引入五感描写公式、总分总结构公式、其他辅

助公式、角色扮演法和观察实验法等教学策略，能够有效

提升学生的细节描写能力，增加细节描写的数量和质量，

这些教学策略还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观察能力，

进而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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