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92020 年第 2 卷第 4 期 育人不倦

激发学生情感表达，提升作文写作能力
佘　静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五中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7 版）》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同时还要引导

其关注现实，激发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小学写作教学中渗透情感教学能够极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同时还能拉近其与

生活之间的距离，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从根本上提高其写作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情感表达还有利于

学生的个性发展。本文以激发学生情感表达，提升其写作能力为主题，探讨小学作文中渗透情感教育的最佳方式，促进学生写作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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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是由于情感的存在，

人们的生活才多姿多彩。小学作文是一项综合性的学习内容，在

写作中渗透情感有利于学生思考生活方面的内容，也能从根本上

提高其写作能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情感这个角度入手契合

小学生心理需求，也能为后续写作技巧的导入铺设台阶。可以说，

情感表达于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有积极意义。

一、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激发学生情感表达的现实意义

小学生是一类特殊群体，其心智尚未成熟，同时也缺乏社会

经验，面向该类群体的写作教学要突出情感为主的理念，注重学

生的情感体验，使其在写作中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进一步提高

其写作能力。总体来看，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激发学生情感表达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使写作内容更具感染力

如何评价一个写作内容是否具有感染力，一般从其内容是否

具有真情实感入手。从这一角度来看，小学作文教学中渗透情感

教育能够使学生挖掘生活中的素材，使其欣赏身边美的事物，在

探索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可以说，小学写作教学中渗透情感教

育能够使学生的精神境界更为丰富，也能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二）帮助学生重塑道德观念

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最佳阶段，在此过程中引导其表达

自己的情感有利于教师明确学生的心理问题，并加以引导，使其

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客观来讲，情感是学生对生活以及学习态

度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写作教学中融入相关内容能够使学生认识

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使其不被外界环境影响，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未来的生活。

二、现阶段小学生陷入写作困境的原因

（一）任务性比较强，不利于激发创作思维

目前来看，部分教师将写作教学作为教学任务，未深层挖掘

其内容，同时也使学生的思维局限于某个点上，不利于写出精品。

在写作选材方面，一般以课后写作题目为主，内容比较局限，不

利于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容易让学生有依赖心理，脱离辅导

书就不会写作文。

（二）不注重引导，情感表达较为空洞

现阶段部分小学生在情感表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其虽然

对新鲜的事物饱含兴趣，但从表达这一层面来看，往往与自己的

想法有所差距。如何提高学生的情感表达能力成为当代教育工作

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关键。总体

来看，情感为写作的主线，其能使学生在生活中认识语文，感受

语文的魅力。

（三）没有体现学生本位，不利于提高写作质量

部分教师在写作教学中采用讲授式教学模式，未体现学生本

位，不利于其在写作中融入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的内容也比较

空洞，这种情况下也不利于其积累更多的写作经验，而且还会使

其陷入写作困境。还有部分教师未抓住情感这根主线，导致教学

偏离实际生活，不利于写出“真”内容。

（四）过于注重结果，未突出过程评价的重要性

部分教师在写作过程中未注重过程性评价，仅以学生语言是

否流畅、行文是否规范、是否应用比喻、拟人等一系列写作手法等，

这些评价标准过于统一化，不利于得到真实的反馈。这种情况下

也不能使学生抒发自身的真情实感，对写作的理解也仅停留在语

言运用方面。

三、情感在小学写作教学中的高效渗透

（一）从情感目标入手，循循善诱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革新教学理念，从情感这一目标

入手，立足于情感培养这一核心理念，循循善诱，点燃学生的写

作激情。传统教学模式下，部分教师的思想局限于特定的教学任

务上，从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对此，教师要以情感为

主线，渗透写作内容，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

如在《我的植物朋友》这一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

观察身边的植物，如小草，其冲破泥土的束缚冒芽而生，那么我

们在学习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呢？再如仙人掌，它可以

在干旱的环境下生存，不畏环境的艰苦，那我们如何在困境中生

存呢？为了提升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师还可让学生种植植物，并

尝试写植物生长日记，记录植物朋友的变化，见证其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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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以我的植物朋友为主题进行写作，进一步提高创作能力。

（二）从生活点滴入手，注重表达

写作的素材源于生活，学生只有做生活的有心人，注重写作

内容的表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写作质量。严格来说，小学作文不

同于流水账，其更注重对学生情感的挖掘，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

学生掌握写作的精髓。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小的切入点，如“我帮父母做

家务”，让学生说出自己帮父母做家务的过程，如在盆子里接满水，

然后将抹布放入盆中，再将抹布拧干，最后擦桌子、椅子。教师

首先让学生按照任务流程的方式记录以及做家务的过程，帮助其

梳理写作内容，使其表达的写作内容更加清晰明确。当然，写作

不能以流水账的方式记录，在此过程中还要掺入学生自身的情感，

如帮妈妈做家务的过程中认识到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同时还懂得

妈妈的辛苦，用情感为写作内容穿上美丽的“外衣”，也使内容

更加具体。

（三）注重学生本位的恢复，注重体验

传统教学模式下，部分教师将写作内容归结为特定的模板，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种方式虽然能帮助学生理清写作思

路，但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多方面思维能

力的提升。对此，教师要秉持生本理念，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例如，教师可以以“参观游记”为主题，在春天时，引导学

生深入校园参观校园中的景物，如刚冒出绿芽的柳树、从地面探

出头来的小草、落在树梢上的小鸟、嬉戏打闹的蟋蟀、飞到花丛

中的蝴蝶等，从这些常见的事物入手，让学生用眼睛去看、用心

去感受，获取更多的写作灵感。

（四）注重写作手法教学，能力提升

写作手法能够为写作内容锦上添花。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教

师要注重写作手法教学，如比喻句。教师可引入多个比喻句，如

漆黑的天空上挂着一轮弯弯的月亮，如同镰刀一般；夏天的太阳

温度很高，像一个炙热的大火球；一艘船穿过海底隧道，像一匹

奔驰的烈马……可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生活中常见

的事物入手，如在地上放着的高跟鞋像一个圆规、八月十五的月

亮像一个大圆盘，虽然部分孩子说出的语言不够优美，但教师还

是要注重对其的引导，如皎洁的月亮如同一个玉盘挂在天边。在

其他修辞手法教学中，教师也可采取相同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

细心观察身边的事物，使写作的内容更加充实。

（五）改变人物描写方法，细化情感

写作教学为小学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人物描写作为其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想使人物“活灵活现”，就必须掌握多种

写作手法，并结合人物特征进行描写，刻画鲜活的人物。对于人

物描写来说，教师要摒弃以往“授人以鱼”的教学模式，转变为

“授人以渔”，使“讲述型”写作教学转变为“活动型”写作教学。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让学生选择最喜欢的人物进行描写，可以从

动画片入手，也可从生活中的人入手，如重大卫生公共事件下的

最美逆行者，让学生从其外形、性格、品质等多个角度进行概括，

同时还要体现人物身上所折射的品格，进一步升华写作主题，使

写作内容更具感染力，能够使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

（六）注重对过程的评价，查缺补漏

每个小学生都渴望得到鼓励，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鼓

励学生，看到他们每个阶段的进步。目前来看，一部分孩子的表

达能力不好，虽然想象的画面非常美好，但表达出来往往不尽人意。

对此，教师应将教学评价贯穿于整个作文教学中。首先，学生可

以从模仿入手，如《观潮》一文中的“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

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教师可让学生分析此处写作内容

从空间上是如何变化的？学生自然能说出从远到近。接下来教师

要乘胜追击，让学生说出观察一个事物的顺序，其中一个同学指出，

我在远处看到一座桥，车开得越来越快，山也离我越来越近。在

此过程中，教师要用掌声鼓励更多的孩子完善该同学表达的内容，

让他们在此基础上扩写句子，使其更具美感。又一同学站起来说：

“我乘着车看到远处高耸的山越来越近，山上的景物也逐渐变得

清晰起来。”紧接着，又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看到高耸入云

的山逐渐向我们走开，山上的景物也愈发清晰，仿佛在向我们招

手”……教师要对学生表达的内容进行评价，善于应用积极性语言，

如“你真是太棒了，能够模仿从远到近的视角变化表达看到的内

容”“哇，你写得真棒，还用了拟人句。”通过鼓励增强孩子们

的写作信心，见证他们的成长。

四、结语

小学写作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能够使写作内容更加真实，

也能使学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注重学生

情感的表达能够使其写出更具感染力的文章，也更能打动读者。

且从情感这个层面入手契合小学生心理特征。对此，教师要将

情感穿插于写作主线，引导学生表达、运用情感，从根本上提

高写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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