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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关于小学作文教学生活化的有效思考 
◆崔  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育红小学  430062） 

 
摘要：小学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小学生恐惧写作文，

可谓“谈文色变”。 主要的原因，是小学生作文写作素材的匮乏。其实，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值得写的人和事，但作文教学时，往往会忽

略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小学作文教学生活化的研究，以期实

现小学作文教学的生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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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作文是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人
文素养的提升、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均具有积极推动与促进作
用。现阶段，绝大多数小学生对写作有一种抗拒反感心理，探究
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学生无话可说、写作素材匮乏等。因此，若
想进一步提高小学作文教学实效性，教师则需要对现有的教学模
式加以创新，加强对作文教学生活化的有效研究。对此，笔者结
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对小学作文教学生活化的相关内容作出
简要分析与着重探讨。 

一、小学作文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传统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模式僵硬 
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传统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模式存在明

显的僵硬化弊端，在教学过程中呆板缺乏活力，这种死板的教育
模式在教师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没有将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对学生
的积极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导致教学模式缺乏创造性。学
生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仅仅扮演一个接受者的角色，没有将学习
内容进行有效的内在消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在教
学过程中没有秉承快乐写作的教学宗旨。 

（二）教学方式过于陈旧 
时代进程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学生

获取小学语文作文信息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对生活的感知情况不断加强，对生活及环境变化所产生
的情感体验也随之升级，但是在传统的语文写作教学方式上还处
于陈旧化的教学发展方向，教学方式不懂变通，无法适应学生的
实际发展情况，不符合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导致学生的
写作兴趣不足，写作热情不高，教学方式上面临严重困境。 

（三）作文教学内容单调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内容是学生进行语文创作的灵魂和核心，

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对语文作文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扩
充，活跃力不足，内容的缺乏创新性，导致学生在对小学语文作
文进行创作时，缺乏创作空间，想象力不足，学生的创作主动性
和积极性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创作热情，在这种内容的
单调的创作环境中，课堂教学氛围死气沉沉，活力不足，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创作和想象空间。 

二、小学作文教学生活化的有效策略 
（一）教学内容生活化 
在小学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新课程改革精神为引领，

尊重学生在作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树立生活化写作教学理念，
加强作文教学与学生生活实际的紧密联系，通过两者的融会贯通
帮助学生感受生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进一步拓
展学生的认知视野，为学生文章书写注入新的活力，达到提高学
生写作能力的目的。 

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成为生活的“有心人”，善于观察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实践活动，通过自身的亲
自参与获得全新的思想情感体会，并将其落实在笔墨之中撰写真
情实意的文章，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作文质量。另一方面，教师
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象，注重对学生想象能力的培养。例如，教师
可以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古诗为例，要求学生以这首

古诗为原型书写一段话，重点呈现“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句的情
景，将作者思想亲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感描绘出来。通过这
样的方式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创作热情，对学生作文写作能力的
提升大有裨益。 

（二）教学过程生活化 
在小学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摆脱传统教育思维的局限，

将小学作文教学的主动权转移到学生手中，从传统教学模式的桎
梏之中解放出来，鼓励学生在作文教学活动开展前于现实生活中
进行资料搜集，掌握作文的写作技巧，明确基本的写作思路，为
小学作文教学效率的提升奠定基础，构建小学作文生活化教学模
式。 

例如，在“描写类”作文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生活
中自己所喜欢的实物带入课堂，在学生仔细观察的基础上，教师
发挥自身的教育引导作用，指导学生掌握描写类文章的写作基本
方法、文章逻辑结构。随后，教师借助多媒体为学生展示类似的
优秀文章，通过文本示范解析的方式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写作思
路。由此可见，课前准备的生活化教学模式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真
实的生活素材，有利于丰富学生情感，为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创
作动力。再如，在“我的理想”主题作文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
生进行角色扮演，根据自己的想法设计愿望与理想，并与其它学
生进行分享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得学生感受作文与生活
的紧密联系，提高学生的写作热情。 

（三）素材积累生活化 
小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正处于发展阶段，加之其自身信息素

材筛选能力较弱，使得部分学生在得到作文题目之后无从下笔，
这就需要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引导作用，指导学生合理利用
素材、科学筛选素材，以便使得学生在作文书写环节中可以尽情
表达自己的情感与体会，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第一，教师要帮助学生做好课内积累，对教材中的优秀文章
进行重点赏析，从行文思路、结构技巧、创作手法、词汇语句等
环节做出透彻解析，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充分借鉴和
吸收文章中的优秀写作经验。第二，教师要帮助学生做好课外积
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客观诉求为其推荐有针对性
的课外读物，指导学生建立完善的读书计划，在课外书籍的阅读
环节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不断汲取文章创作的养分，并撰写读书
笔记、读书心得。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年龄段的不同选择有
针对性的课外读物，如《老人与海》、《格列佛游记》、《追风筝的
人》、《热爱生命》等，学生在书籍阅读之后撰写读后感，也可以
对书籍中的某一章节或者某一片段加以评论，于无形之中培养学
生的写作能力。 

总结：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重视作文教学，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诉求，围绕当前学生写作素材匮乏、观
察能力不足等问题探索行之有效的作文教学方案，从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素材积累几个方面构建生活化作文教学模式，引导学
生在生活中搜集写作素材，掌握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与规律，并
将其运用到作文书写活动当中，写出情真意切且生活气息浓厚的
文章，使得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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