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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个性化写作的教学方法 
◆肖春凤 

（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中心小学  广西来宾  546108） 

 
摘要：写作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想要体现“个性化”，就需

要教师坚持着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原则，通过授课方式的转变、教学内

容的补充、引导策略的实施，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写作兴趣，开阔他们的

想象空间。同时，还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督促孩子们主动思考，进行

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掌握更多的写作技巧，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终实现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双向发展目标。要知道，只有个性化的写

作教学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得以走向更大的成

功，揭开素质教育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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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写作教学活动的开展，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丰富的创造力，在

潜移默化、循序渐进中提升学生的主体优势，帮助他们树立起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努力朝着正确方向突破自我，进
而实现学科成绩的进步及认知水平的提升。个性化教学方法的实
施，可以去除学生的抵触情绪，打消学生的认知顾虑，方便教师
执行后续的人才培养计划；能够减轻自身的工作负担，优化课堂
的教学效果，使每位学生都有机会获取到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在
思考中进步，在进步中成长，在成长中成才，敢于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美好明天。 

一、训练学生写作方法 
以前，写作训练的课堂常常出现学生兴趣不高，作文千篇一

律等情况，教师无法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学生也没有激
情参与单一形式的教学活动。就比如说，在写英雄人物的时候，
学生只会想到著名的烈士，而忽略了平凡的英雄。把一些大家都
知道的东西写在文章中，表达的情感相近，论述的事件相同。在
这种情况下，学生思维又如何活跃起来呢？我们应该明白，真正
的“高分”作文一定是别出心裁的，独具创新的[1]。写作不仅需
要作者在选题内容方面与其他人不同，连所选的人物和事件都要
精心设计，还需要有自己求异思维能力，通过不同的思维去找到
自己的写作方向。思维能力的锻炼是在作文课上要让学生善于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想到一个事物的时候要联想多个不同的事
物，用一些词语和句子将它们串联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就是一
种能力的锻炼。习作按照类型可分为写人、写景、状物、叙事。
根据不同的事物特征可从人物、景物、物体、事件四个方面进行
归类。教师必须以学生熟悉的为主，例如，人物就是妈妈、爸爸、
老师、朋友等，针对这些事物共同探讨，确定事物的属性。然后
进行整合，按照不同的阶段或者学生能力的差异提供给学生进行
练习。 

二、注重文章熏陶作用 
讲解文章时，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这样做既符合学生的性格，同时又可以使得每个学生都融入到课
堂学习中去，注重不同学生的不同体验，充分理解文章的不同细
节[2]。同时，还要利用文章的熏陶、启发、陶冶作用，通过讲解
文章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教育和启蒙，告诉他们一些基本的关于人
与自然的道理，一举两得。如《“红领巾”真好》是一篇关于鸟
类的文章，是要告诉小学生保护鸟类的知识，在讲解时采用了以
下的教学流程：（1）导入新课：老师：小鸟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到
的吧，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们喜欢什么鸟类？知道哪些呢？
一起进行交流吧。（2）课前引导：老师播放了一些保护鸟类宣传
片、鸟类图片，并提示学生看到这些图片都有些什么感受。（3）
提出问题，进入课本：老师提示学生是谁在赞美少先队员？为什
么要赞美呢？大家带着这样的疑问进入课本的学习中去。（4）角
色朗读：选取学生代表分饰文章中不同的角色，如何运用诵读技
巧表达出鸟类、少先队员的心理变化？（5）课后拓展：课堂结
束后，提示大家，如何做好鸟类的保护工作？这样有计划地进行
教材讲解，除了可以让学生的思绪更有条理，对课本的内容更加
深刻之外，还可以使学生充分认识到鸟类的可贵。让他们认识到，

鸟类是人类的朋友，每个人都应该像课本中的“红领巾”一样，
永远地爱护它们。 

三、加强发散思维锻炼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不断加强学生的思维锻炼，如教学

《夸父逐日》时，以“夸父逐日有没有意义”作为主题让学生进
行讨论，有的学生说夸父逐日虽然 后没有成功但是夸父逐日的
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这也是夸父逐日能够被后人传颂的
原因，也有的学生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夸父这种行为就是
在挑战自然，是不值得称赞的，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改变自然，应
该与自然和平共处。教师在学生的思维训练过程中要积极对学生
加以引导，学生在讲述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表达的不够清楚、语
速较慢，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耐心听取学生的想法，并在学生
将想法表述清楚之后，教师对学生的问题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
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锻
炼，也使学生不断向个性化方向发展。 

四、鼓励学生个性创新 
小学生的作文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干扰[3]。为此，教师应该鼓

励学生创新写作，即发展学生个人能力，促进学生可以个性化发
展，写出风格迥异的作文。如在讲解“劝说”类作文时，就可以
主张学生随性写作。在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学懂什么是“劝
说”。而对作文的主题则不限制学生，可以是劝说爸爸戒烟，也
可是劝说哥哥不玩游戏等等，只要是学生围绕劝说的主题去完成
写作即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围绕主题创作，
不能复制和套用语句，要体现自己写作的风格。同时，教师还要
让学生多练习劝说的表达方式，学会写作的表达技巧，从而让学
生在写作时可以更好完成任务。教师利用这种作文核心讲解的方
式，不固定学生的思维，从而让每名学生写出的作文都各有特点，
进而发挥学生自身的优势，凸显他们个性化写作水平，相信学生
可以在写作中收获更多有用的技巧，全面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平。 

结语： 
个性化教学不只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实际。而教师的素质是

关键。语文个性化教学要求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师德，而且还应
具备全面、精深的语文专业知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备的教育
科学知识，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教学方法，营造协调和谐的教学
环境，使学生潜能得到开发，个性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冬梅.个性化视角下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的探讨[J].

亚太教育，2016（32）124. 
[2]李秋娈.个性化角度下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探究[J].学周

刊，2016（20）173-174. 
[3]王艳.小学语文个性化作文教学探讨[J].中国校外教育，

2015（20）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