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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先导式教学改革的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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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文先导式教学充分考虑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从兴趣角度出发，在互动中渗透知识，对小学生语文兴趣的

培养有积极帮助。传统教学中，受到应试思想的干扰，教师过于重视对基础知识的传授，导致学生花费大

量时间在默写背诵上，学习兴趣锐减，尤其是一些活泼好动的学生开始抵触语文。以作文为先导，尊重学

生的兴趣，引导学生在说与写的训练中养成语文兴趣，积累语言知识，从而提高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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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语文教学的实效性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如何培养学生兴趣，强化语文素养成为语文学
科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学工作应从兴趣出发，认真分析小

学生的学习习惯和个性特点，只有以学生为中心，积极调
整教学策略，才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改善教学质量。作文

先导式能挖掘学生的语言潜能，运用该模式应注意方式与
时机，要明确教学目标，借助适宜的引导，优化教学。 

1  作文先导式的概念 

“作文先导式”顾名思义就是以说作文或写作文的方
式导入知识，通过交流和思考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是

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作文先导
式更受学生欢迎，学生可以在想象、对话交流中锻炼表达

能力，对于培养语文综合能力有显著效果。传统语文课堂
上，教师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在拼音、字词知识的讲解上，

反复的训练和要求容易限制学生的思维，在后续的写作训
练中也很难发挥最佳水准。而作文先导式抓住一切让学生

表达的机会，引导学生说作文、写作文，先培养学生自信
心，再延伸知识，不仅能让学生获得成就感，还能活跃课

堂，促进语言能力的提升[1]。 

2  作文先导式对语文教学的积极影响 

2.1  培养学生写作兴趣 
对许多小学生来说，写作文都是语文学习中的“大

敌”，这与学生识字不多、写字速度慢、语言能力较弱有
密切关系。在以往教学中，学生是先学字，再根据教材中

的写作要求构思，思路很容易受课本知识影响，导致写作
成了为教师而写、为练字而写，不利于写作兴趣的培养。

实施作文先导式后，更重视学生对作文的想法，可以通过
说作文的方式展示自我，借此机会激发学生写作欲望。在

后续的写作中即便有不认识的生字，也不会胆怯，可以积
极地用查字典、写拼音的方法克服困难，使写作成为学生

的一大乐事。 
2.2  锻炼学生表达能力 
实施作文先导的课堂可以给学生创造更多表达机会，

让不擅长表达、缺乏自信的学生得到锻炼，有助于语言能

力的发展。例如，在识字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观察生字，
将新知识与已掌握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结合，提倡学生自主

挖掘识字和记忆的方法。展示“休”与“体”字时，请学

生分享自己的记忆方法，有学生提出“休”是一个人靠着

树休息，“体”可以想成是体育课上有单杠，把“体”比
“休”多出来的一横想象成是单杠。小学生有许多奇思妙

想，但由于语言组织能力较弱，有时无法流利地表达想法，
可以借助教学的机会锻炼学生，鼓励学生用合适的语言描

述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能促进学生之间的分享和交流，活
跃课堂氛围[2]。 

3  语文课堂实施作文先导式的具体策略 

3.1  营造宽松的教学氛围 
语文是实用的交流工具，培养语文能力离不开恰当的

交流和沟通，因此应营造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引导学生
在课堂上表达自我，总结交流中的经验和教训，为语文教

学的顺利进行做铺垫。师生交流是营造氛围的重要手段，
教师可以提出有趣的话题，邀请学生分享经验和心得，然

后对学生的表现做点评，使所有人掌握语言技巧，学会正
确运用词汇表达情感。 

例如，在组织学生进行口语训练时，为了帮助学生组
织语言，强化口语能力，可以在黑板上写出经常用到的连

接词。在以“做手工”为话题的口语训练中，可以展示：
先……再……然后……接着……最后……，或者第一

步……第二步……这样的提示词，以帮助学生补充词汇知
识，组织语言。为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教师要走下讲台，

坐到学生中间，被选中的学生可以走上讲台，或站在自己
的座位边，空间距离的缩短能拉近师生关系，使学生在发

言时更自信、更放松，不会因为说得不好而自卑。当部分
学生表现的稍差时，教师要积极鼓励，待学生发言结束再

号召其他学生提出建议。例如，某位同学介绍做贺卡的步
骤时比较紧张，多次使用“然后”这个词语，有学生建议

“你可以说‘我先准备一张纸，然后把纸对折，在上面画
出喜欢的花纹，再……’这样说得更清楚”在良好的氛围

中，学生敢于发言，踊跃纠错，口语能力得到有效锻炼[3]。 
3.2  结合课文引导学生说写 
教学新知识时，要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感想，以课文

知识为基础，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联系实际，不仅能考察

对课文的理解，还能创造说和写的机会，提高教学质量。
课文中的题目、词汇、段落、句子都是可以讨论的内容，

应挖掘教材中的知识点，培养学生爱说、爱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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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丰富想象力，强化语言能力。 
例如，在教学《曹冲称象》时，先请学生介绍自己对

题目的理解，考察学生抓重点的能力。接着，让学生们分
享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称重工具，学生能联想到超市中的

电子秤、市场里的公平秤、药店中的秤等等，要引导学生
思考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秤，待学生对称重这个行为

产生兴趣后，再安排分段阅读课文，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曹
冲的机智。按部就班地传授基础知识很难调动学生兴趣，

若提出与课文有关的问题却能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其主动
性。在教学与自然、植物相关知识时，也可以让学生说出

自己的感受，例如，讲到《日月潭》时，为学生展示家乡
的景色，要求在熟读课文后仿照作者的口吻介绍自己的家

乡，这样一来能充分利用课堂时间，从多角度训练学生的
表达能力，对写作能力的提升有重要帮助。 

3.3  利用多媒体构建适宜情境 
多媒体能帮助构建语文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共

鸣，可以在识字教学、古诗教学时播放适宜的视频或图像
资源，让学生根据播放的资源做出表述，以口述的形式抒

发感想，锻炼语言能力。展示课外资源时，要联系教材提
出有讨论性、趣味性的话题，邀请学生回答问题或分享心

得，借助于多媒体构建的情境，学生能了解彼此想表达的
内容，可以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促进创新思维发

展。 
例如，在教学《望庐山瀑布》时，为了使学生记住

“瀑”字，可以展示一组动态画面，让学生看到少量的
水逐渐汇聚到一起，最后流下山崖。播放图画后，教师

将“瀑”字分别拆成四个部分，然后邀请学生结合刚才
的画面讲述一个汉字故事。可以记忆成：少量的水（氵）

每天（日）都汇聚到一起（共）最后形成大量的水（水）。
这种形象的演示能帮助记忆生字，学生表达时也能锻炼

其语言能力，从而参与到教学中，促进主动思考。利用
声音创设的情境也可以促进学生思考，再如，在教学《大

禹治水》时，可以给学生播放河水奔流不息的声音，然
后引导学生思考大水会对人的生活有哪些影响，你是否

经历过暴雨或狂风，你认为大自然的力量是怎样的？声
音创设的情境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大河之上，能激发灵

感，令学生积极寻找恰当的词汇，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
己的感受[4]。 

3.4  师生互动中培养观察能力 
培养观察能力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手段，可以借助

师生互动引导学生观察，既能拉近师生距离，又可培养学
生细心观察生活的习惯。观察对象可以是生活中的某个现

象、某个行业的人也可以是身边的学生，要尽量选择贴近
生活的话题，让学生在观察后有收获，提高学习主动性。 

例如，在组织口语训练“推荐一部动画片”中，教师
可以展示几个卡通人物的画像，然后让学生们说出这些卡

通形象的名字。接着，教师用阴影把人物遮盖住，再打乱
顺序，让学生们猜影子后面的是哪个角色，要求说出这个

人物的服饰颜色、发型、身形特点等，教师与学生穿插着
猜角色。一个学生看到哆啦 A 梦的阴影后，马上能说出

这个角色的名字，并描述“这个人物是蓝色的，它的头圆
圆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金色的铃铛，身前有一个半圆形的

口袋，它还有一双又白又圆的手”。接着，教师对一个有
羊角的角色进行描述“这是喜羊羊，它是一只聪明的小羊，

长着像云朵一样的卷毛，头上有一对可爱的角……”师生
可以相互补充，并分享自己想到的更有趣的描述，在互动

过程中，学生认真观察角色，充分开动脑筋，与教师比拼
眼力，能培养学生对事物的观察能力，使习作内容更生动。 

3.5  借助写作促进知识的延伸 
许多丰富的语言知识是存在于生活中的，教师不仅要

让学生学习系统性的知识，也要随时引入新知识，让学生
活学活用，不断强化语文能力。写作就是一个促进知识交

流的绝佳机会，可以在分析题目、展示范文的过程中引入
课本外的知识，让学生在写作中积累语言知识，提高自身

语文素养。 
例如，在口语训练中，有学生称赞他人的画“你画的

小狮子真可爱，惟妙惟肖的！”这时，教师表扬学生的称
赞非常准确，又顺势提问“你知识‘惟妙惟肖’该怎么解

释吗？”学生说不出具体的意思，称在其他地方听过这个
词语，觉得用在这里很合适。这时，教师表扬学生的领悟

能力，接着将成语写在黑板上，教学生认识这个成语，并
演示如何正确使用，使学生在交流中积累词汇知识。有些

成语或歇后语在生活中很常用，但还未出现在教材中，当
课堂上出现这些词语时，要抓住机会延伸教学，培养学生

探究意识，鼓励学生多学习、多积累，使自己的表达更准
确[5]。 

为提高学生习作水平，还可以在布置题目后展开讨
论，并在黑板上写出大家的讨论成果，如做看图写话的训

练时，可以总结几个形容动作、情绪、表情的词语，合理
的延伸能激发学生的灵感，在写作时联想到恰当的词汇，

为自己的习作加分。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文先导式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
性，让学生产生“我要学”“我要写”的想法，促进语文

教学的顺利开展。应借助多媒体展示生动形象的画面，激
发学生表达欲，只有鼓励学生多说话、多表达才能锻炼语

言能力，在不同的场景中训练语言能力，以培养当代小学
生的自主意识，促进语文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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