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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语文写作存在问题及对策

王晓凡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50025

摘　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的写作水平能够集中地反应他们的语文素养。近年来，语文教学的改革一直在路上，小

学语文教师们也在不断探索与追求新的教学方式，来改变作文教学的现存问题。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写作难的问题长期的

存在，教师和学生对此都有一定的困扰，导致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出现低效甚至是无效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小学生写作的

相关文献的研读与分析，试对其现存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期提出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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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语文教学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作文的写作是学生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理解，是学生创造性

思维、发散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发展的过程。但是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对于写作的教学成为制约教学有效性的主要因

素，广大一线教师面对写作教学呈现出无从下手的状态。在

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下，作文教学的理念、方法、内容、情

感、评价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制约着语文作文教学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小学生写作的相关文献的研读与分析，试对其现

存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期提出相应的策略。

一、小学生语文写作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指导不利

在现阶段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课堂中，绝大部分的教

师只重视对命题作文的讲解，授课形式也往往局限于教师给

出相应类型的模板，学生一遍一遍地进行模仿。造成了教师

只重视格式而忽略作文中的实际内容的问题，大多数的小学

生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认为只有按照老师给的所谓模

板写，自己的作文才会通过审核，不再重新返工。长此以往，

当教师布置作文后，学生只是应付老师来进行写作。教师不

正确地引导，导致了学生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写作。

（二）课堂教学活力不足

良好的教学气氛和教学环境是学生进行有效写作的一

个重要前提条件，在语文写作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选用效

率较高的教学手段，创造良好的写作氛围，让学生在保持愉

快的心情的同时进行语文写作，拓宽学生的视野，发散学生

的思维，积极的引导学生进行自由地创作，表达自己的所见

所想。然而，在当前的小学语文写作课堂教学中，教师仍然

按照传统的思路选择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缺少趣味性的

课堂教学、沉闷的教学氛围是学生内心产生烦躁感、恐惧感

以及压迫感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条件下，学生很难进行写作。

（三）学生积累的词句语言匮乏

毫无疑问的是，创作一篇备受肯定的作文的前提条件

是作者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华丽的辞藻以及语言句子。低学

段的或者是没有良好课外阅读习惯的小学生往往不具备这

样的能力。并且，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师往往将大量的精力倾

注于强调教材中枯燥无味的基础词汇的熟练掌握，将学生养

成进行优秀语句积累的良好习惯的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由

此，大部分的小学生在看到作文题目后，会不自觉地感到茫

然和无助。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生搬硬套教材中或者头脑中

印象深刻的内容来凑字数。这样的文章结构上也许不会有明

显的错误，但是所呈现的一定是缺乏逻辑性的内容，因为学

生往往会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尤其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二、小学语文写作存在问题的主要的原因

（一）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语文作文是母语教学的承载体，教学过程本应该是充

满乐趣的，作文教学也应该是学生创造性得到发挥的过程。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比较关注的是学生的写作技能的训练，

对学生内心的情绪与兴趣不够关注，学生在学习中总会产生

疑问，一直很难想明白自己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从老师的

角度来讲，他们一般关注的是该怎么写，教给学生如何审题、

立意，如何设计整个作文，教师往往关注的是学生是否有语

病、是否符合题意、材料的过度是否科学合理，往往忽视学

生在作文写作中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学生在作文教学中抒

发的真实情感完全被忽视，学生没有办法体会到畅所欲言的

成就感与快乐，教师教学的侧重点与学生的兴趣点不同，学

生很难自由地表达。但是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一直制约着

各种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在应试教育中，作文教学一直受

一种标准长期制约，比较僵化，作文教学的创新与变革也变

得更加的艰难。同时，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与教师的评估也

挂钩，各级教育部门将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

标准，有的地区甚至是唯一的标准，教师失去了教学的初心，

学生失去了学习的自信。虽然小学生刚刚开始接触作文，但

是也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活动的消极影响，高考的压力早早地

就转移到小学生的肩膀上，即使是在小学阶段，人一生最欢

乐的童年阶段，他们的学习仍然是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的

内容只是考试的重点，考试大纲里没有的内容，学生基本上

不会接触到，怎么能博得阅卷老师的欢心怎么写，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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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想法没有必要展现出来，这都是作文教学中的一种扭

曲的状态。在作文教学中，假如没有讴歌好人好事、没有赞

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名言警句，就没有办法得到高分，

这都是应试教育的重要影响。

（二）社会原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理工学科实用主义受到了

极大的重视，人文学科的地位逐渐的下降，学生在这种社会

思想的影响下，不愿意学习语文、不愿意读书、不愿意与人

交流、不愿意写作，使得本就如履薄冰的作文教学雪上加霜。

作文教学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作文教会学生对社

会与生活的体验与理解，体现了学生内心对世界与人生的真

正的看法，体现了学生对真、善、美的体验，但是在社会的

大环境中，没有人对这一点有高度的重视学生的写作并没有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社会对

于母语的教学，母语表达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非常不够，对

于母语的爱意与敬意都有待提升。在对一个人进行评价的时

候，第一个标准都是会英语，或者是精通多少国语言，这些

都为作文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三、提升小学语文写作的策略

（一）营造轻松的、快乐的、自由的写作环境

环境对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小

学作文教学中，创设轻松的、快乐的写作氛围非常重要，教

师要结合学生实际的写作基础，抓住学生思维上的火花，通

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创设和谐的写作气氛，激发学生内部真实

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勇于表达，乐于表达，激发学生内心

的写作动力。

关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确定好作文的难度。所谓的

最近发展区，就是学生通过自身的思考与努力能够达到的水

平与自身原有水平之间的差异。最近发展区是教师布置作文

的主要的依据，除了布置作文，在评价的环节，教师也要充

分的体现最近发展区的教学理念，根据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进行评价，不要以成人的眼光来要求学生，让学生产生压

抑的情绪。

（二）改进作文训练体系，将作文与生活紧密的融为

一体

任何的知识都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小学

作文教学不要进行单一的、枯燥的训练，要将作文与生活实

际紧密的结合起来。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要注重从学生生活体

验出发，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提升学生积累生活材料的能力，

只有学生心中有东西，在写作的时候才会有话可说，在表达

情感的时候才会是真情实感。因此，在小学的写作训练中，

教师就要培养学生观从生活中写作文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作文理念。作文是学生内心情感体验的真实表达，小

学语文作文教学要建立开放的体系，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生活

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对待一些美好的事物都充满感情，表达

自己内心真善美的情感。

( 三 ) 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模式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要在评价模式上做出改变，

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多

元化评价。新课程改革之所以会倡导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主

要是作文教学本质的目的是要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激发学

生的写作动力，在作文教学中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学生在写

作中表现出来的优点与缺点进行评价，使学生在原有的基础

上得到提升，评价的目的不是要评价高中下，不是要将学生

分出三六九等，不是仅仅打一个分数，或者是寥寥的几句好

与不好，教师要指出学生哪里写的好，哪里写的精彩，哪里

需要改进，哪里的句子不合理。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对于提升学生的表达能

力，促进学生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现阶段的小学语文

作文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课堂教学气氛的沉闷、作文训

练枯燥单一等问题出现主要是因为应试教育长期影响以及

其他社会因素等等，小学语文一线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深刻地理解问题出现的原因，思考与探索相应的解决措

施，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创设轻松自由的写作氛围，构

建开放的作文训练体系，对学生的作文评价科学合理，提升

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升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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