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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农村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点滴体会 
◆胡卫华 

（湖南省邵阳县下花桥镇和平完全小学） 

 
摘要：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语文并不是一门有趣、生动的学科。而作为

语文课程的重难点，作文更是被学生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因

此，许多语文教育者在开展作文教学时，往往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本文将以笔者的实际教学经验为切入点，对作文教学展开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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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写作能力被认为是语文素养、综合素质的体现，也被
越来越多的学者、教育者关注。从一年级开始，学生便需要接受
写话教学。但是，大部分农村小学的作文教学情况却并不乐观。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农村地区的学生语文基础相对较为薄弱、
语言能力相对较差、积累的写作素材相对较为贫乏，导致他们在
写作时经常会出现无从下笔、无话可说、无字可写的问题，部分
学生还存在有话可写却不知道如何写的情况。即使是好不容易写
出一篇作文，其文章也是东拼西凑、缺乏逻辑、条理不清的。面
对这样的习作，许多教师无从下笔，不知道如何批改。长此以往，
不仅学生会逐渐的疏远写作，就连教师也会对作文教学产生反感
情绪。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会严重影响学生
作文学习，甚至是语文学习、其他科目学习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教学积极性。 

一、阅读为先，有话可写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学生并不是一开始

就不喜欢写作文、不想写作文，而是由于不知道怎么写、没什么
可写，从而逐步失去了对作文的学习积极性。那么，要想从根本
上解决学生怕写作文的现状，自然就需要从“让学生有话可写”
入手。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学生有话可写、有话可说呢？其中一
个有效的方法便是让学生多阅读，从阅读中积累大量的写作必需
的素材以及资源。 

例如，教师在对“写童话”这一主题开展写作教学时，便可
以从“阅读童话”入手。首先，童话是小学生非常喜爱、非常感
兴趣的一种文本类型，也是学生 早接触的阅读文本之一。因此，
教师如果能够从阅读童话入手开展作文教学，自然能够有效的激
发学生对童话的热情，这就为后续的童话写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
基础。除此以外，教师还可以抛出一些与童话有关的问题，比如
“你阅读过哪些童话故事”“你印象 深的一个童话故事是什么”
“你 喜欢的一个童话故事是什么”等等，这样能够让学生回忆
一些自己阅读过的童话，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童话写作的灵感以
及素材。做好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便可以组织学生正式进行
写作。此外，在日常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需要时时对学生进
行认知输入，让学生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意义、重要价值。 

二、生活为本，有情可抒 
在对学生的作文进行审视后，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学生的作

文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其文字看似华丽，但缺少内涵、缺少情
感，华而不实，整篇文章徒有其表，禁不住推敲。究其原因，主
要是由于学生脱离了实际生活，仅仅是将自己阅读到的、积累到
的好词好句拼凑在一起，而没有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导致写出
来的文章不能打动人、感染人。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关注阅读、
重视阅读的过程中，还需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关注生活，让学
生认真的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并将在生活中获得的素材融入写
作过程中。只有这样，学生写出来的文章才称得上是佳作，才是
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我喜欢的动物”为例，教师在组织学生写这篇作文前，
便可以在课前安排学生仔细观察自己喜欢的动物，并在观察的过
程中做好记录，将动物的外形特点、生活习性记录下来，为后续
的作文写作提供素材。正式上课时，教师可以随机点几位学生，
让他们分享自己观察的动物，以及自己的观察结果、记录内容。
由于每一位学生观察的内容、观察的视角，甚至是观察的心情都
不相同，因此每一位学生想要表达的内容自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
差异。这样一来，便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千篇一律的问题，也能

够让学生的作文更加充实、丰富、精彩。 
三、课堂为主，有兴趣写 
在以往的写作课堂上，教师往往是采用呈现作文题目、解析

作文题目、进行自主写作、评价学生作文这样一个写作教学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教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学生则毫无存在
感。久而久之，学生对写作的积极性自然也就被磨灭了。因此，
在写作课堂上，教师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必须以激发学生写作主动
性为主要目的，让学生能够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投入到写
作学习当中。 

例如，教师可以摈弃传统的写作教学模式，探寻一套更加适
合小学生的课堂模式，多安排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学习活动，多融
入一些趣味性较强的学习元素，让写作课堂不再单调、枯燥。比
如，教师可以从作文题目入手，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与作文主题有
关的活动，或者展示一些与作文主题有关的图片资料、音频资料、
视频资料，让整个课堂变得丰富多彩、灵活多样。教师必须把握
好课堂这一作文教学的主要阵地，将一些写作技巧、写作方法渗
透到课堂活动当中，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掌握写作技巧和
方法，使学生的作文水平获得有效提升。教师还需要对课堂上的
教学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比如现代教育技术、学具等等，结合教
学资源开展作文教学能够让写作教学效果更佳。 

总结：总而言之，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难点，作文教学一
直备受教师、学生、家长的关注。教师必须针对当前的作文教学
现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对自身作文教学方式加以
改进和完善。教师可以从重视阅读、关注生活、创新课堂等方面
入手，让学生能够主动写作，并逐步转化为喜欢写作、快乐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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