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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作文需要学生独立去创作，去思考，而学生总是由于累

积少、情感体验浅，作文的灵感少，语言描述苍白，在作文中表现出较

多的问题，学生的作文学习与其他听说读的进展步调不统一，教师应在

作文教学中，结合学生的情况分析教学情况，寻找不同的教学策略帮助

学生填补自己的不足，激发学生的个性化写作意识，鼓励学生写出意见

独到、情感充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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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文是基于读文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想法将其逻辑
化的描述出来，并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述自己的意志等过程，作
文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显得十分力不从心，一个班级中有作文创
作能力的，达到作文书写标准的寥寥无几，在素质教育环境下，
教师应注重对学生作文创作能力的启发，鼓励学生写出真情实
感，减少作文抄袭，模仿，打好作文创作的基础，整体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1.教导学生注重观察、积累  
作文问题多与累积不足有关，学生首先应有一个知识储备，

而后才能够运用知识，作文写作中遇到困难，多是因为在语言描
写上存在疑惑，学生心中有想法但是无法抒发，找不到合适的语
言去形容，描述的情境不仅十分单调，且很多语句还不够连贯，
表述的内容与学生的想法相距甚远，在阅读积累中，教师可通过
课内、课外的阅读材料，帮助是扩展自己的思路，让学生能够阅
读不同体裁的文章，感受不同作者的表述习惯，掌握更多的写作
技巧，另外还应鼓励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学生无话可说，
很多都是因为他们粗枝大叶，生活中不善于发现美与变化，就算
是写日记也是无趣的流水账，其实在流程化的日程中，也不乏一
点新鲜的生活韵味，只要学生抓住这个关键点，写出自己当时的
微妙感受，就能够逐渐的找到写作的窍门。教师可通过做游戏、
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放松，以更好地激发灵感；利
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多种方式，层层剥笋，引出动作描写方
法和写作框架，在学生观察口述的基础上，出示优秀范文和习作
框架，让学生掌握写作的要点。练习写一首好作文的关键是利用
素材积累本，随时、随地、随手记录生活见闻以及点滴感受，可
以是日记，也可以是只言片语。学生可以记录自己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的纪实、一本书的读后感、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观后感、自
己的突发奇想、学习范例之后的仿写、刚刚遇到的小事、回忆经
历过的事之后发现的能够触动内心的事物。  

2.鼓励学生表达真实的自我  
当前小学语文老师过度施教，过于侧重对文本的解读，其中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教师“包场”，实施“满堂灌”，把自己的理解
强加给学生，使他们的身心发展和认识相脱节。殊不知，小学语
文姓“小”，应该回归到儿童的立场，要情之所至，顺其自然，
所以要回归生活，表达真情实感。课堂教学应该由教师主导向学
生主导方向转变，一堂课以学生提问、讨论为主体，教师只起一
个督导的作用。若条条框框过多，比如往往要求作文的最后要有
升华，要写意义或感怀，就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自由表达。此外，
写作文要关注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文。作文教学要回归
语文的本质，让学生感受到文字之美、情感之美，要关注到学生
学习语文的情感，而不能为了突击考分、完成教学任务，而忽略
了情感的培养。那种“三段式”的教法，是用成人的视角来要求
学生的，所设定的步骤会影响学生的自由表达，这是写作的误区，
也和学生的年龄不相符。小学作文应该呈现出儿童的世界，让学
生乐于表达真实的自我。  

3.进行人性化的作文点评  
“文章结构松散”“故事内容陈旧”“语句不通顺”“注意标

点符号使用错误”等评语在学生练习册上十分常见，且不说这能
否体现教师指导的意义，单从评语应符合学生个性化这一点上
看，这样的评语对学生写作兴趣的保持就毫无意义，长此以业很

难看到学生敏锐的情思、丰富的想象力了。书写作文评语也是一
门艺术，笔者认为尽可能多地使用“批注式”的评语，效果会更
好。那么到底怎么用好评语呢？最主要的是综合不同类型评语的
特征，灵活使用。每一篇作文习作都会有其可取之处，有的结构
比较完整，有的在记叙时文通字顺，有的在前次造句上较为优秀，
有的是一个比较出色的结尾或是开头，有的是一个字或是一个符
号……这需要教师及时地发现，并且给予重视。哪怕是一个词语
用得比较恰当，也要标注出来，并写上“这个词用在这里很贴切”，
此外还有“你的文章的结尾意味深长”“这里运用的巧妙过滤，
使文章更精彩”等语句以表欣赏之意。  

4.以指导、解决问题为主  
这类型批语的主要作用是教给学生以作文的思想方法和写

作技巧，让学生从根本上摸到一些写作文的门道。然而学生习作
中经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语病，教师、家长不能简单地画出句
子，然后画个问号，再写上“这句话不通顺”或“层次比较乱”
之类的话语，这部分的批语应该起到一个引导学生自省、修正的
作用，既要留有思考的空间，又能指出修改的方向。举例来说，
“选材不错，要是能把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写下来就更
好了”“请读一读《记金华的双龙洞》，再看看你的过渡形式是否
可以多样化一些”等语句，都是可以的。这样附上学生改正的方
向和具体办法，学生才会认真地看评语，也会在下一次习作中有
所注意。 

结束语  
小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需要师生

间长期的努力合作，所以教师要灵活地采用多种方法，因地制宜，
付诸汗水，从而实现师生共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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