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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创新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 
◆刘维春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团坝镇中心小学  635119） 

 
摘要：创新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方法，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努力，投入

更多的精力。在实践环节，语文教师要给学生更多的体验机会，引用一

些趣味元素启发其思维的创新力与想象力；要学会尊重学生、理解学生

和鼓励学生，通过渗透自身情感，满足学生实际需求；还要把课堂真正

归还于学生，组织形式多样且内容丰富的练习活动，促进学生乐于写作、

热爱写作、个性成长，最终实现语文素养及综合能力的双向发展，主体

优势的不断增长。作文教学创新的内容还很多，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积

极的探索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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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文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写作文难是小学生面临的

主要问题。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针
对具体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引导和鼓励他们朝着正确方向突破自
我，优质的完成成长任务，充分的活跃形象思维，这是教师们值
得深思的首要问题。因为，让学生切实感知到写作的最大乐趣，
作文教学工作才能走向更大的成功，所以在实践环节，教师必须
以学生为中心，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整合特色的课程资源，创
新教学方法的同时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改变了学生被动的接受
状态，更利于后续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 

一、教师改变教学方式 
小学语文教师应当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重视“模板作文”

的有效指导。并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认知水平、理解
能力、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有意识的做出新型教学模式的调
整，激起了学生浓厚的写作兴趣后，融入自身情感，走进学生内
心，使学生充分的信任老师，敢于尝试突破自我，学会运用恰当
的语言创作优秀的文章[1]。如在进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时，教师
可以在其中引入较为先进的现代教学方式，如多媒体教学法。教
师可以用多媒体将作文教学所需要的相关素材转化成为图片、声
音与文字结合的多种形式，让更为生动的图片和视频刺激学生的
感官，让作文教学更加的生动形象。如在进行“我最喜欢的小动
物”写作教学时，教师可以用多媒体向学生呈现各种动物的图片
和视频，让学生们通过视频和图片仔细观察各种动物的外貌、形
态，尝试着用自己的语言对之进行描述，再指导学生对自己的语
言进行梳理，将语言转化成文字。如此一来，学生的写作难度会
降低，学生的写作兴趣被激发，写作的水平以及写作教学的效率
和质量也将得到有效地提高。 

二、实现读写有效结合 
在如今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文章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内容丰

富、富有情感，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因此，在小
学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有必要将作文与阅读有效的结合，从而
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首先，在文章教学中，教师鼓励学生
将自己喜欢的语句、段落挑选出来，或者是摘录下来，或者是背
诵下来，以此在日后的写作中灵活运用，提高文章的整体美感[2]。
如在《可爱的草塘》、《美丽的张家界》等文章教学之后，学生便
可以针对文章中景色描写的内容，认真阅读和品味，借鉴其中优
美的语句。其次，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对文章的写作
手法进行模仿，也可以对文章进行续写、或者是写出自己的阅读
心得，对于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帮助。如在《桂林山水》
文章学习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文章中的对比、排比等手法，
描写一下生活中常见的景色。又比如说在《十里长街送总理》文
章学习之后，学生容易被本章中饱含的深情所打动，此时教师可
以要求学生写一篇亲情方面的文章，如将自己对父母的尊敬和热
爱之情，融入到作文中，从而使文章更加的真情实感，细腻动人。  

三、重视运用生活素材 
素材的选择对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实施有很大影响，决定着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3]。因此，为确保小学语文作文
教学水平的提高，基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要求，语文教师应对生活

素材在语文作文教学中的运用予以重视，结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
内容的选用，注重从实际生活中搜集写作素材，用于语文作文教
学，利用生活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搜集生活素材
的能力及作文写作能力，以便确保学生能够将自身情感融入作文
写作中。如在《我身边的英雄》这一主题作文的教学中，语文教
师应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从生活中搜集写作素材，按照
自己的思路进行写作，如将交警、城市清洁员看作是生活中的英
雄，将父母当成自己身边的英雄，等等，鼓励学生利用文字表达
自己的情感，从而确保学生的文学素养、表达能力等综合能力和
素质能够得到全面提高。 

四、养成好的写作习惯 
首先，平时积累“采蜜本”。为小学生量身打造一本“采蜜

本”，告诉学生要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平时多采花粉，年终才
有甜蜜。“采蜜本”主要包括好词语、好语句、读后感三部分，
要求小学生在看完一篇佳作或一本好书之后，及时记载书中的优
秀词句，养成记录的好习惯[4]。其次，鼓励小学生坚持每天“一
小记”。“一小记”其实就是随记，但小学生毕竟年幼，锻炼他们
的语言表达能力即可。因此，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和督促学生每天
坚持小记，不要求主题，不要求字数，只要是他们心里想说的，
用文字表达出来即可。最后，要求每周“一大记”。“一大记”其
实就是写话或周记。周末可以给学生布置一篇周记，有具体的字
数要求，而且优秀的作品可以在班上公开诵读，并粘贴在光荣榜
上。茅盾先生曾说：“一个作家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而能深刻领
会其构思、剪裁、塑造形象的好处，并且每读一遍会有新的心得，
这就意味着他的欣赏力在一步步提高；而欣赏力的提高反过来会
提高表现能力。” 

结语： 
总之，写作能力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练习、反思、

总结，才能取得质的改变。因此，作文教学切忌追求莫名其妙的
“多快好省”。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必须读透、读懂新的《语
文课程标准》，以其为指导，从小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积极研
究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努力创新，才能让小学作文教学的有
效性不断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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