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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是儿童语言学习的启蒙时期，是儿童语言

学习的重要时期。写作是小学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它既锻炼着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检验着学生对语文知识

的掌握程度，写作教学涉及面广，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

也是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因此，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积

极地帮助学生探索有效的语文写作教学策略，不断地从各个

方面对作文教学进行改革。

一、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重要性

作文是学生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语文

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作文教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心理学

家研究表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知过程中，首先产生联想

和想象，然后才能形成具体、完整的表达形式。因此，培养

学生良好的写作习惯，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

还会大大地促进其智力发展。其次，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语文课堂上，教师常用激励性话语来鼓

励和鞭策学生积极参与到写作活动当中去，从而使他们更加

热爱自己的语文学科。第三，有益于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曾说过“授之鱼，不如授之渔”。只有

把教书与传授知识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授人以鱼，

不如给之以渔”。所谓“教无定法”，但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

原则，即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及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状况

等因素，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让每一位学生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二、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有效开展途径

（一）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怕写作文，这是普遍存在的现

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没有写作文原始的、基本的欲望、

冲动和兴趣。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作文教学活动，首

先要采取一定的教学策略来激发小学生的写作兴趣，这样让

小学生对书面语言的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愿意在作文中

敞开自己的心扉，和教师以及同学去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忧愁，

这时就说明教师的作文教学已经逐步走向成功。教师要想激

发小学生的兴趣，必须充分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找到

小学生感兴趣的点，并借此来开展教学，让小学生在兴趣的

牵引下去投入到写作教学中，使教学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如小学生喜欢听故事、看动画片，去做那些有趣的游戏

等，在这些有趣的事情的引导下，小学生的思想自然而然地

受到了触动，写作的热情也被激发出来，进而产生了强烈地

写作的冲动，这样小学生的写作也就水到渠成了。小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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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兴趣被激发后，教师要及时对小学生进行指导，引导小

学生去主动地观察生活，并对生活中观察到的素材进行艺术

加工，帮助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把在自己的感想、一

天当中遇到的有趣的事情，观察到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记

录在日记当中，或者是阅读书籍中的精美词句等，对作者写

作方法的领悟等等，都可以记录在日记当中，成为小学生以

后写作的素材，同时也在记日记的过程中，培养了小学生的

写作思维能力。

（二）培养学生写作习惯

为了提高小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教师应积极研究和探

索教学方法，制定相应的写作任务。教师可引导学生仔细观

察实际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并进行记录与想象，使学生养成

随手记录的好习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写作习惯，教师

还可从日常写作技巧中指导，让学生明白自己的语文写作能

力和写作技巧的不足和优点，最终切实提升和培养小学生语

文写作的能力和水平。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文章进行积极有效

地评价，调动小学生的写作积极性。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写作

内容出发，对质量进行评价，明确小学生在写作方面的优缺

点。通过对小学生真实写作水平的掌握，找到适合的写作素

材和教学方法，使得小学生在写作时更轻松快捷。除此之外，

教师给学生布置相关写作内容，并进行有效训练，帮助学生

牢固地掌握写作内容和技巧，也有助于提升写作质量。此外，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要给予学生更多体验和感受的

机会，通过实践教学的形式，优化学生的写作体验，提高学

生参与写作活动的自主性。通过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行为

特征能够发现，学生很容易被新鲜事务所吸引，因此，在作

文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改变以往机械式写作的形式，要让学

生在实践中观察、体验、写作，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让学

生用心写作。教师可以通过戏剧表演、游戏的形式开展写作

活动，也可以让学生围绕主题观察生活。例如，通过家庭实

际观察活动、野外实际观察活动，让学生积累更多的观察经

验、生活经验，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写作中。

（三）渗透学生写作技巧

小学生对事物的认知还不够成熟，倾向于从形象认知的

角度看待生活中的事物，对抽象的事物往往无法理解，认知

程度不高。因此写作课堂只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写作技巧，

无疑是对牛弹琴，学生根本无法理解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章

中去。教师应该创新写作课堂的教学方式，根据处于小学阶

段的学生的特点为学生进行讲解。首先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

与主题相关的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在其中穿插

写作技巧的讲述，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将写作技巧融会贯通，

并进行应用。如在“怎样度过一个星期天”这一主题写作进

行讲解时，教师首先可以提前告诉学生作文的主题，让学生

留意去观察星期天是怎样去度过的，有了以写作为目的的观

察可以让学生观察到平时注意不到的细节，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丰富学生写作的素材。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对自己的观察

进行分享，分享的过程也是学生组织语言进行思考的过程。

分享结束后，教师可以就其中一件小事进行举例，比如一家

人吃饭的过程，让每一个学生都对这个场景用一句话进行描

写，教师可以通过学生所描写的这段话进行写作技巧的引入，

通过具体的句子让学生感受到写作技巧在文章中应用的好处，

以及应该如何去应用。

（四）指导学生积累素材

要使学生的作文言之有物，就要教会学生善于观察生活，

善于捕捉、积累写作的素材；要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积累写

作的素材，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写出比较好的作文。一方面，

让学生在阅读中积累素材。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只有让学生多读、多记、多看，进行大量的阅读，才能积累

丰富的写作素材，提高他们的作文写作能力。首先，是学生

在课内读精、读透课文。把每一篇课文都要认真阅读，需要

背诵的篇章、段落，必须要求学生背诵下来，从中积累作文

写作知识，学习作文写作方法。其次，是指导学生进行课外

阅读。结合不同学习阶段，给学生适当安排一些课外阅读任

务。让他们多读名著、读名篇、读佳作，拓展阅读范围，从

课外阅读中获得写作思路和灵感，积累修辞方法、表达技巧

等作文写作方面的素材。另一方面，日积月累作文素材。培

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平时遇到的一些新鲜事物，用

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样不仅能很好地对学生进行写作训

练，还能为学生日后写作文积累有用的素材。同时，还要指

导学生把平时看到的一些好词、好句、好段，养成及时用笔

抄记下来的习惯，丰富自己的词汇量，积累作文写作知识。

（五）开展主题教学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教师获得写作素材、写作结构图以

及教师对课堂进行评价的方法日益增多。在课堂上，教师可

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指导学生的写作。另外，丰富的网络

资源还有利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趣味写作。比如，在讲解

“让生活更美好”的习作练习时，教师要求学生描述他们所认

为可以让生活更加美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本次

练习中，教师可以从各个话题入手，让学生理解不同主题的

写作过程。根据课本中提供的一些例子，如美食、旅行、梦

想、创意、集邮、阅读、园艺等领域，教师可以选择 3 至 4

个主题来作说明。例如，当选择了美食、旅行、梦想等三个

方面，教师就需要解释三个主题的写作方法。在进行主题授

课时，教师可以在网络上搜集有关名人的演讲，让学生对各

种主题的写作方法有初步认识。接着，基于在网络上搜集到

的范文，对学生进行教学解释，特别是有关美食话题的作文，

教师可以用总分的方法告诉学生美食的重要性、种类以及自

己的态度。而就旅行主题而言，应多采用总分的形式，首先

说明旅游的含义，然后解释自己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最后

便是梦想主题，多以排比形式为主，让学生把自己的梦想和

实现这个梦想所能达到的结果列举出来。在对各种主题进行

对比研究时，学生会了解到不同主题的不同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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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展分类教学

所谓作文，可以说是一个总称，其中又可分为议论文、

记叙文、应用文、散文、诗歌等。就小学生而言，由于刚接

触作文，对各种写作类比的认识尚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可以按照写作类型，从不同载体出发，让学生可以辨别

不同写作类别之间的区别。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了解不

同形式的写作风格，并结合自身的特点，选用适宜于自己写

作风格的类别。例如，当教学“二十年后故乡”的习作练习

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发挥想象力，描绘自己心目中二十多

年后的故乡。同时，在本次写作训练中，教师可以根据教材

内容，对各种形式的作文进行归类解释。例如，对于风景、

景点的阐述，有多种形式的表达。此外，著名的《七子之歌》

便是以诗词的形式抒写作者背井离乡、渴望归乡的心情。这

种形式可以更好地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感受到作者的情感。

而在学习《圆明园的毁灭》时，教师则可以让学生利用记叙

文的形式，再现圆明园的绝世风光，让学生领略古人的智慧。

与此同时，再将其与当前的破败相比较，使学生体会到作家

对如此人文美景被破坏的愤懑和遗憾。课文《少年中国说》

则是以文言文的形式描绘和赞美美景，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中

国少年的美好期盼。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各

种文体，拓展他们的思维，同时拓展写作范围。在上述例子

中，教师把习作练习和课文联系起来，使小学生能够更好地

了解各种形式的文章。然后，将不同形式的课文引入作文教

学中，使学生了解到不同形式文体的优点，以便让学生对不

同的写作类别有更好的认知。

（七）重视作文批改与讲评

在一个学习阶段告一段落之后，教师就需要针对实际学

习效果进行考核，并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评估。正确的

评价方式可以及时指出学生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不损害

学生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提升，此外，学生也可

以拓展思路。教师在修改和批改学生作文时，应当先对这篇

作文进行表扬，指出优点，可以在课堂中挑选出值得大家共

同学习的表达方法及词汇进行分享，肯定学生的写作能力，

然后面对面指出其中表达不妥当的地方或是错词错字，为学

生提出修改建议，最后提出自己对于学生作品的期望，在这

种批改方式下，学生一定会主动修正自己的作文，有些理解

不透的学生会追着老师问，在写和改的过程中，学生的写作

能力也能迅速提高。除了教师批改外，还可以让小学生参与

作文批改，鼓励小学生对自己的作文进行自评，也可以让小

学生之间相互评价，促使小学生不断改进和完善。

三、结束语

因此，作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

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培养学生作文

兴趣的基础上，我们要不断加大对作文技巧的指导力度。与

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对作文进行有效的点评，让学生能够

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找到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处，并进行积

极的改进，让学生始终正视自己的作文，提高自己的作文能

力，促进语文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牛晓莉 . 小学语文作文分类指导教学策略分析［J］.

考试周刊，2020（85）：41-42.

［2］王健薇 . 小学语文作文指导教学反思及措施分析

［J］. 小学生（下旬刊），2020（8）：18.

［3］马红 . 小学语文作文分类指导教学的创新分析［J］.

考试周刊，2020（28）：44-45.

［4］王天才 .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指导方式分析

［J］. 课程教育研究，2021（28）：8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