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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生活化教学策略研究
何修芳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中心小学，山东 济南 271100）

摘要：习作在考试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以来都是很大的，由此也可以发现习作教学在语文教学当中也是占较大比重，因为习作不仅是

需要学生能写，还需要将一篇文章写得优美得体，这就要求学生在对语句理解的同时，掌握创造优美语句的能力。艺术来源于生活，语

言产生的艺术效果同样也来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习作中加入生活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从身边熟悉的人或事当中取材，学生在写

作中更能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一篇文章需要华丽的辞藻修饰，但写作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对于学生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老师需要在

课堂和生活之间连接一座桥梁，让学生可以用他们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书写自己人生的篇章。本文基于生活化的背景探讨关于写作教学的

相关策略，促使小学生在生活化的写作氛围中发挥出不一样的想象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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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需要从小培养，其内容不是简简单单可以编造出来，它

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写作技巧能力、情感发挥能力和

素材积累能力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换而言之写作是需要长

期积累才能完成的。小学便是一个很好的培养阶段，老师在此阶

段可以循循渐进地让小学生有写作方面的意识，将自己的生活以

一种记录的方式运用到写作当中，并且以此让学生明白自己生活

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给学生树立一个

良好的三观。这也是新课标要求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体

现之一，让学生把无形的生活用有形的汉字记录下来，成为一种

有形的记忆，这对学生来说也是将来值得回忆的一种方式。

一、习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兴趣的缺乏

现在多数小学生对于写作仍然处于一种抵触或者应付的心理，

不善于把生活记录下来，更多的是以玩游戏充当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导致很多小学生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写作也就成

为他们学习过程中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小学生通常只能利用自

己学过的有限的课本素材来进行写作，渐渐地对于写作就提不起

兴趣，进而导致文章缺乏生动性和内容性。小学生对写作缺乏兴

趣的原因包括外界因素和内界因素，外界因素即：老师没有培养

学生形成随行随记的写作习惯；而内界因素即是家长没有重视学

生的生活，而导致学生的课后生活基本在游戏中度过。这些现象

在现代教育中时有发生，也成为学生写作学习过程的一大障碍。

（二）教学模式不新颖

现代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大相径庭，这意味着老师的教学模

式也需要得到相应的改变。大部分小学老师对于写作这个板块没

有那么重视，在课堂中也只是传授一些技巧性的知识，而忽略了

学生的写作情感问题。传统教学过于刻板的写作教学，导致学生

对于写作的认知只是一个任务一样的存在，致使写作对于学生不

仅是压力，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让自己的分数不至于太低的存在。

老师在面对学生写作评分时也过于注重技巧性的东西，写实类的

文章容易被老师忽略，这样就极大降低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因此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学生写作的生活化和写作传递出来的情

感。

（三）学生对写作的态度问题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同样运用于写作，学生自身的态度是

很重要的，俗话说，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学生本

身对于写作就处于不理不睬、很随意的状态，那么即使老师的教

学方式再新颖，亦或是教学条件多好，都不足以让学生学好写作。

所以老师在其中要做好相关的引导工作，写作是语文试卷中贯穿

小升初、初升高乃至高考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让小学生从小

具有这样的意识，在将来的学习中才会把写作态度逐渐摆正。当然，

学生对于写作的态度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得到改善的，需要老

师和学生长期坚持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生活化教学理念概述

生活化教学关键是生活化，就好比将信息技术融于教育当中

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将生活化融于写作当中，同样也是

锦上添花。生活化包括学生遇到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发生的

不同的事情、小猫或者小狗等动物、风景或者天气等，这都是随

处可见而又容易被学生习以为常而忽视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小学

高年级段的小学生来说，他们不再像中、低年级段的学生心中满

怀天真，却也没有像更高年级段的学生那样成熟，所以对于这个

年级段的小学生来说，既要顾及小升初考试，也要注意放松压力，

生活化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是介于天真和成熟之间最适合他们的常

态，再将其以写作的方式展现，不仅能够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技巧，

也能使其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以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生活化教学下的习作教学开展

（一）模拟生活化情景

如今信息技术已经在教育中普遍化，再加上高年级段的学生

学习环境相对单一，老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打造一个生活

化的情景，让学生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场景。比如在学习写作《二十

年后的家乡》时，老师可以用多媒体模拟二十年后的家乡，比如

加入高科技、智能交通等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常见的事物，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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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赋予到二十年后的家乡当中，以此来打开学生想象的空间，

构建学生心目中理想的家乡模样。

（二）组织生活化活动

情感的体验、语言的魅力都来自于生活当中，学生在生活中

善于表达，在写作中才能更加妙笔生花。比如在学习五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习作《我想对您说》时，习作主题主要是围绕亲情，老

师就可以组织相关活动，比如给父母写一段话、为父母做一件事、

给父母写一封信等富有生活气息的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可

以体验亲情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亲身体会自己在做这些事

情时的内心情感变化，并将其记录下来。

（三）观看生活化视频，收集素材

如今短视频逐渐兴起，许多人用短视频记录一些自己的日常，

老师可以利用大众化的东西引导学生，比如让学生观看富有生活

气息的视频，使学生可以注意到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别人

的视频中感同身受。比如在学习习作《家乡的风俗》时，小学生

因为很少体验也很少有时间体验家乡的风俗，老师可以给学生观

看关于自己家乡的视频，用眼睛去感受来自家乡的魅力和熟悉感，

比如家乡的元宵节、中秋节风俗等，这些是在日常生活中学生无

法体会到的习俗，那么视频就可以作为学生了解外界生活的一个

桥梁，在此过程中收集素材，方便写作。

（四）引导学生实践和感受

视频可以作为一种更便捷的方式让学生体验生活，但实践才

是能让学生真正所体验的方式。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在校园内外做

一些生活化的事情，比如带领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去敬老院照

顾老人，或者带领学生在校园内拔草、种树，亦或是让学生打扫

卫生等，完成之后让学生记录下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或者心情，

记录下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老师也可以让学生每天都记录自己生

活的片段，用简短的语言叙述即可，让学生养成随行随记的写作

习惯，以增强学生对于习作的接受度，以此提高其写作能力。

四、生活化习作教学产生的影响

（一）提高学生的兴趣

小学生的内心往往是简单而纯粹的，对于喜欢的事物也会充

满好奇和兴趣，而生活化本身就充满了五彩缤纷，小学生可以在

生活中找寻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人并把它记录下来，慢慢就能养

成写日记的好习惯，在考场上也就可以游刃有余。除此之外，兴

趣还可以驱使学生对事物充满希望，开始关注生活，慢慢积累写

作素材，有了素材可以写，学生对于写作就不会再抵触了。

（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生活处处都是艺术。生活化写作指导学生观察生活常态，关

注生活中的人、事，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让学生的世界不再

单一，不再只有压力和学习，它可以引导学生去放慢自己的生活，

在松弛有度的生活中领悟对于写作的技巧，在为人处事上更好地

规范自己，学生在阅读相关书籍时也能更好地抓住关键词句。对

于发展小学生综合素质来说，生活化写作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方式。

（三）保持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

生活化写作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可以

让学生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因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有很多，

对学生开展生活化习作教学，可以使学生增加户外活动，摆脱回

家只是玩游戏的状态，也是响应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政策，自然而然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内容积极向上，富有内涵。

（四）增加学生的情感共鸣能力

情感在语文中不仅是写作的突破口，也是阅读理解的突破口，

而情感来源生活，在生活化的前提之下加强学生的情感共鸣能力，

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相同作者笔下不同文章的情感表达方式有何不

同。除此之外，对于高年级段的小学生来说，写作类型更偏向于

记事说理类型，通过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明白什么道理，而生活化

的教育方式更能锻炼学生对于此类型作文的写作能力，因为良好

的生活习惯可以树立学生良好的三观，在写作中体现的也就是积

极向上的价值观。

五、结语

写作与生活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将生活化融

入到写作当中，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和能力，而以写作

为前提的生活化，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发现存在于生

活当中的真善美，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意识，养成良

好的心理健康习惯。生活化的写作模式不仅可以来源于学生亲身

经历，也可以来源于别人的生活经历，在体会不同生活状态的同

时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写作的题目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学生经历

了不同的情感也就能对不同的题目产生相应的情感，这不仅能有

效地理解题目，也能高质量地完成题目要求。老师在其中需要将

教学模式进行巧妙的转换和改变，极大可能地顺应学生的心里要

求，先让其产生写作兴趣，其后再深入写作教育，学生和老师一

起成长，也是生活化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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