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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对策 
覃思华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北山镇怀道小学） 

摘要：小学语文新课标教育目的并不是只有教授学生基础知识，思维能力培养同样也是小学语文教育目标之一。小学作文课程

中，对学生展开的学生思维训练作为语文核心素养要求之一，不但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也挖掘了他们的想象力、思维能力,

还有批判和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文章将思辨性写作教学与小学语文核心素养教学相结合，致力于研究小学阶段语文思辨能

力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将语文学习融入理性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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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语文的教学特点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独特的联系，其教学

目标是锻炼学生的学习思维，提升综合能力。纵观当下的核心素养

教学理念，以及包含对学生的多学科融合教学任务，必须要锻炼学

生的思辨能力。结合当前小学语文的教育原则，“思辨能力”在语

文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通过写作针对性地融入思辨性教学方法，

不仅能培养学生理性、客观的阅读思维，同时，思辨性多角度分析，

可以开拓学生大脑，在生活学习方面遇到问题时，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能够换位思考，并进行多角度分析，对学生大脑逐渐形成更宽

泛的语文思维模式。 

一、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问题  

在进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畏难情绪。小学生写作文的难不仅有教学中的难，很大部

分还有来自学习氛围中的难，大部分学生刚刚开始写作文，就会被

教师限定的作文的字数吓到，这在无形中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使他们对写作文产生抵触情绪。其次，是小学生没有足够的作文素

材，思维 比较狭隘，所以在写作文时就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再加

上学生课外阅读量少，词汇量也不足，自己内心的情感表达不出来，

所以写一篇完整的文章非常难。小学生接触的文学作品太少，加上

基础知识的薄弱，遣词造句的能力不足，常常使用一些比较常见的

词语，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有些文不达意。最后，小学生的写作技巧

需要提高，部分教师在进行小学生作文时，不能根据学生的特点进

行针对性写作技巧的指导，加上有些教师仍旧采用背诵范文的方式

来应对学生的考试，这对学生的作文提升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二、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事物进行深入观察  

在小学生进入正式写作之前，如果没有接受过对事物的认知教

学，就很难适应正式的写作，把写作当作难事，从心里面抵触写作

文，只有使中小学生放下抵触情绪,并激起中小学生的创造积极性，

才能真实实在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准。图画有着内涵丰富、色彩鲜

艳的优点，学生要是根据一幅图画展开作文学习，除了可以调动他

的创作兴趣外，还可以调动学生的想像力，把静态图画幻想成内容

丰富的动态图，并能通过文字表达出来。通常在这些情形，要求学

生必须具有相当的观察能力，这是写作的前提。因此，在开展小学

语文花草植物知识的教育过程中，教师让学生看到了作家是如何描

绘小草和小花醒来的，如在文中是以春雨姑娘描写了春天，并采用

作者拟人的创作手法，将春天的到来写得栩栩如生，使人充满幻想。

课堂结束之后，老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拟人的作文手段写一写关

于季节描写自然的文章，使学生熟练地掌握了对作文手段的运用。

通过对教材内容的深入观察，和对文中作者写作手法的模拟训练，

让学习者在作文中可以充分运用更多的写作手段，并以此带动写作

水平的提高。 

三、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强化发现思维  

发现思维，强调学生在面对事物时，主动发现并运用自己的大

脑来获得知识时，首先应该理清逻辑。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下，学

习者虽然可以快速掌握大量的间接知识，但同时也会缺失主动质疑

探究、解题的能力，为训练小学生的思辨性思维,老师需要运用发现

教学法，并开设思辨性小学作文训练专题，以训练中小学生的思辨

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可以充分利用课本内容促进学生思辨性思维的发展，从而在语文写

作过程中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四、注重对培养学生阅读习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环

境 

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可以加强写作思辨性体验。受传统教学任

务制约，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更加注重知识点讲解与考核成绩，从而

在长期教学中形成枯燥单一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阻碍了学生特色

化、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受到学生个体差异影响，在相同进度阅

读中，学生理解存在差异，如果教师不适时引导他们,就很容易与教

学的初衷背道而驰,对文字产生厌倦感，特别是对于那些思辨能力较

弱的学生而言，深入学习将更加困难。因此在教育新时代，应注重

学生阅读体验。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可组建语文阅读群，例如：趣

味语文阅读对话、针对性阅读绘本等，积累学生写作素材，让学生

在写作时有一个宏观把控能力，分层写作，从而学生会在自己写作

时强调文章的结构性和逻辑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主观观

察；培养学生发现思维；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等方式，锻炼学生对

事物认知的深入的广度，形成自己的观察顺序和逻辑思维。如此一

来，其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铺垫写作的逻辑结构，使学生对自己主

动探究的事物融入写作中，学以致用，鼓励学生用写作表达自己的

心声，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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