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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作文教学在核心素养视野下的探究 
◆刘萍萍 

（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黄土矿镇学校  422605） 

 
摘要：在语文教学当中，有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等等。语文教学关乎学

生的语言能力，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息息相关。在语文教学当中，一个重

难点便是写作问题，写作是学生表达自己想法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检

验学生语文综合水平的重要途径。写作教学在如今的语文教学当中并没

有统一的教学方法，每个语文教师的写作教学方法不一，因此写作教学

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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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分析何为核心素养下的作文，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理
解，再阐述目前在语文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最后提
出一些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提高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小学作文教学
水平。 

一、正确认识核心素养下的作文本质 
在我国，目前“核心素养”是指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抽象

性运用到实际的语文教学当中，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知识、提
高文学素养等。这种对“核心素养”的解释，是从实践中培养出
来的，在实际的语文教学当中发展起来的新观点。“核心素养”
在小学作文教学中，主要体现为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文字能
力，加上学生的综合文学素养。这种角度下的“核心素养”，把
学生放在中心位置，作文教学主要是围绕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进
行。再者，还体现了语文的学科特点。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
学科，其体现着文学素养、逻辑思维、语言能力等等。在“核心
素养”视野下的语文作文教学，对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语文教师应当通过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全方位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语言问题使用不严谨 
如今有许多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使用一些固定

的模板。这些模板的使用是为了使学生的作文能够拿分，而不是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应试风气太盛。部分老师会教导学生，
要注重开头和结尾的写作，只要开头与结尾写好，中间怎么写都
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更是为了能够写所谓“精彩”的
作文，在作文中运用一些看起来华丽但是与作文语境没有丝毫关
联的语言文字，导致作文内容混乱，毫无语言美感。在作文当中
通篇引用名人名言，甚至是一些与作文内容毫无关联的名人名
言，这样的作文无法体现学生的文学素养。 

2.逻辑结构不严谨 
一篇作文，要让人看起来有严谨的结构内容，只有内容结构

严谨，这篇作文才算是一篇合格的作文。作文与其他语文题目不
同，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不像其他语文题目，进行练习的时间
很短，学生也愿意多加练习。许多学生在平时不愿意练习如何写
作，只在老师布置作业或者考试时写作文，甚至老师布置下来的
作文作业也不完成。在缺乏练习的情况下，学生对作文的了解不
够，无法组成一篇良好的作文。大多数学生在写作时，多是生硬
套用一些套话，这些套话组在一起毫无逻辑结构可言。在这种作
文的影响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无从建立。小学生生活经验
不足，对于一些作文题材理解不了，在写作时如果不能理解作文
题目，就会开始硬编，硬编出来的作文没有重点、内容空洞。要
是经常写这种作文，学生便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提高作文水
平，导致写作能力下降[4]。加上缺乏创新能力，运用到作文当中
的素材千篇一律，要写帮助别人便是雷锋精神，要写爱便是家人
在自己生病时如何仔细照顾自己，这些经历甚至都不是亲身经历
而是编造出来的。这种作文丝毫不能体现语言文字的美感，不能
打动人。 

3.写作素材的缺乏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较少，生活

经验不足，因此对于作文素材的积累不足。在写作时，可能会出
现作文的题目他们不了解、没有这种经历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写出来的作文，绝大多数是生搬硬套出来的，而不是根据生
活经验的有感而发。不过这个阶段的学生比较好动，好奇心强，
能够注意到生活中的事物[5]。在教师的鼓励之下，他们也能够更
加留心观察生活，在生活中积累素材，为写作文打下基础。 

三、措施 
1.收集大量的写作素材 
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之前，应当注意收集写作素材，为学生

提供参考。例如人教版小学教材中有一个作文题目是“谈谈你印
象最深刻的景点”，对于这个写作题目，学生应该去过一些景点，
教师可以先鼓励学生思考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见到
过什么有趣的东西，最后写出一篇作文。在学生没有思路的情况
下，可以展示一些景点的图片，这些景点可以是所处地方的日常
景点，也可以是其他地方的著名景点，通过这些来唤起学生的思
考。如果有学生没有去过景点或者是实在没有思路，那么教师可
以鼓励学生对在课堂上看到的景点的图片进行描述，或者是放映
一些短影片，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6]。有了写作素材的积累，学
生们才能更好地进行写作，写出来的作文便不是生硬地编造出来
的毫无美感的作文。 

2.增加学生的阅读量 
作文能够写好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阅读量要大，学生阅读越

多著作，那么语言功底越强，文字表达能力也越强。很多学生不
能写出好的作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阅读得太少，没有阅读许多著
作，对于语言文字的运用没有概念，不知该如何正确地运用到作
文当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例如每周在
班级开设读书日，在读书日这一天用两节课让学生自由阅读书
籍。阅读的书籍类型和来源不限，可以是老师提供的书籍，也可
以是自己带来的书籍，以此增加学生的阅读量。 

3.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作文教学形式多样，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写作，还可

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学生进行写作訓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更加
积极地进行写作。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养成写周记或者日记的习
惯，将近期发生的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记录下来，日记的好处是不
仅可以记录生活中有趣好玩的事情，还能够锻炼文笔。这种记录
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为学生写作提供灵感，在看到作文题目时便
能想起切身经历过的事情，将语文作文教学与日常生活结合起
来。 

4.结合社会热点和传统文化 
写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增加文化内涵。在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利用社会热点
问题进行扩展。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作
文教学除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外，还可以采用就热点问题进行辩
论、演讲等形式。在丰富教学形式的同时，增加学生对写作的兴
趣。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承至今，这些文化
在如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在一起
运用到作文当中。 

总之，在“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小学作文教学有其自身的特
点，教师应当努力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但在目前的小学作文教
学中，还存在着学生写出来的作文逻辑结构不够严谨、语言文字
的应用不够准确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提高小学作文教
学水平和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采用丰富的写作素材，运用各
种方式拓宽学生的素养等方法，从各个方面入手提高学生的写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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