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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爽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乌丹第三小学   024500)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写作教学对学生的写作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以写作教学的意义为出发

点，深入分析当前作文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究提高写作水平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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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作教学的意义 

（一）发现生活的美好 
教师通过写作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从生活中的小事入手，进而去挖掘存在的种种美好。写作教学并不

单单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于文字的把握，更多的是要使学生能够把生
活中积累的情感愿望等一系列美好因素加以整理并表达出来。写作

能够激起学生对生活的欣赏态度，能够使学生将目光移向生活中的
美，通过写作抒发对生活的热爱，以作文的方式表达生活中的美。 

（二）提高学生创造力 

小学课堂进行写作教学能够大幅的提高小学生的创造力，老师
在作文课堂能够引导学生用比较稚嫩的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学生能

够在作文训练基础之上获得自己独一无二的写作的感受，帮助学生
打开写作创作的大门。学生通过写作能够去充分的表达自己的个
性，将自己的生活感悟、课堂知识、想象力融入到作文当中，把存

在于大脑中的想法落实到了纸上，以有形的、文字的形式表达想法，
这无疑能够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二、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写作课堂脱离生活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往往会过度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过于关注语文在应试教育的作用而忽视语文学科独特

的人文特征。事实上，语文学习应该是要与生活、社会的各方面结
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老师既要重视课本本身的教学又要注意将语
文与生活相联系。就像陶行知认为的那样“生活就是教育”，现代

教育理论发展就要求教师能将语文学习与生活结合起来。语文学习
和生活相结合也是教科书所要求的，许多教科书的主题都是来自生

活的，这就说明语文学科是与生活等相关的，因此教师要注意培养
学生从生活中寻找学习资源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在生活锻炼语文能
力。 

（二）学生缺乏写作自主性 
在小学写作的过程中，老师往往不能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对学

生进行写作指导，这导致学生在上课过程难以提起兴趣。并且老师

在对学生进行作文训练时往往有立意新颖、文章深刻等一系列死板
的要求，这些要求无疑也扼杀了学生的创作欲望，学生不能通过作

文进行自我表达，其写作态度也变得敷衍了事。学生把写作视为不
得已而为之的任务，并没有真正的以写作为工具去表达自己，这不
符合《素质教育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相关要求，这种上课方式不能

根据学生的实际心理特点、阶段特征对学生进行写作锻炼。 
（三）忽视文本作用 

教师在对中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时必须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
并且要在多次写作训练发现当前学生在进行作文写作时出现的种
种问题。当前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关键在于对一篇优秀范例的模范

与重构。就像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写作训练要以文本为指导，
学生通过模仿文本所提供的内容技巧、语言等。但是当前的小学作

文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忽略了文本示范作用，不能精心挑选合适的文
本，也不能够对优秀文本进行深入分析，让学生明白文本优秀之处，
所谓的示范作文并不能够真正的被学生所接收、模仿，学生在进行

写作以及修改作文时仍然不会参考范文的写作方式，导致写作过程
中仍然毫无方向。 

三、提高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对策 

（一）通过挖掘阅读深度提高写作能力 
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要重视对于文章文本、语言的分析，带

领学生推敲、分析遣词造句，帮助学生理解文法修辞。教师要引导
学生深入关注文章的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用词等，围绕上述内容
进行仔细讲解。教师只有通过挖掘文本材料，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帮助学生从文本中得到写作能力的提升。教师在进行授课过程中，
要注意通过文本来培养学生欣赏、感受语言魅力的能力，教师要改
变过去以固定的模式来分析文本的方式，使学生能够在阅读中产生

独特阅读体验以及对自身写作问题的思考，学生将这种体验和思考
投入到作文写作中，将自己阅读所得的知识通过文章的写作重新体

会。 
（二）鼓励写作个性化 
每个学生的知识水平、兴趣爱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学生都

是独一无二，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不能为节约教学时间而对教学
内容一刀切，不能将写作教学拘泥于形式主义，要通过不断丰富写

作教学的内容使学生能够在不同的写作过程中去增强自己不同的
写作个性。这就要求教师打破传统的以应试教育为目标的写作教学
课堂、摆脱繁多的应试技巧而更多的给予学生空间，让学生能够利

用多样的写作内容，结合不同的文本进行个性化写作。  
例如，不同学生喜欢的作家文笔风格差异很大，因此在教学中，

笔者往往引导学生阅读后及时写下自己的感受，这能很好的训练学

生个性化思维的。笔者也经常安排学生在每个星期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阅读文章并做一次个性短文写作以及摘抄喜欢的作品中的优美

语句，早读安排时间诵读，选择优秀的作业会在课堂上分享。 
（三）注重写作教学评价 
老师在进行上课时要综合利用多种评价方式，充分的发挥评价

的功能，有针对性的对评价主体进行互动，进而达到语文课堂的综
合性与整体性的效果。对学生作文的评价在于能够使学生直接体悟

到语言的水平，能够使学生在评价过程当中感受到文本的形象、情
感。并且教师对于写作的评价更能对学生予以鼓励，使学生能够在
继续写作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体验。对于那些能够在

原作的基础之上深化主题、创造性表达的学生，教师要适当的予以
鼓励并明确的指出其写作的突出之处。在不伤害学生的个体的感受

之下尽可能的引导学生向这一方向靠拢，引导学生去挖掘体会阅读
文本和作文中的深层的信息。 

总结 

在进行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这

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中很难有实质进步。本文从这一现象出发对当前
写作教学的基本情况予以分析，指出写作教学的目的意义所在，并
分析了当前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最终提出了

相关的解决方法，以希望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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