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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有效性策略分析 
◆努尔布拉提•奴尔哈斯木 

（新疆伊犁特克斯县马场寄宿制小学  新疆伊犁  835505） 

 
摘要：随着新课改在我国教学体系中的不断深入，人们愈发重视学生核

心素质的培养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这就使得语文学科的地位大

幅度提升。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级教学阶段，语文占据着越来

越大的比重，尤其是在小学教学中更加重视语文教学的有效性。作文一

直以来都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教学部分，不仅仅是对学

生创作思维能力的培养，更是对学生所学语文知识的熟练掌握程度的考

查。为此，我们应当重视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策略的创新以及学生写作能

力和思维的培养，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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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文之所以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部分，盖因

小学语文写作是对学生语言组织能力、创作思维能力、汉字书写
能力以及写作技巧掌握能力的综合性考查，也是学生语文知识水
平 直观的表现。然而在实际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活动中，却存
在着语文作文教学模式过于僵化，教学方式单一和忽略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思维培养等问题，影响了小学语文
作文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故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结合
学生的个性化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方案，全面促进学生写
作水平的提升。 

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采用个性化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当前许多语文教师在小学语文作

文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地位过于强势，严格制定统一的语文作文教
学标准，坚持一贯的“严师出高徒”的教育理念，以极为严格的
标准进行作文教学，但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和差异性特征，极大
地打消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没有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作
用。为此，教师应当及时的转变教学理念，树立起个性化语文作
文教学理念，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理解能力以及性格特点等综合
因素进行考量，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作文指导计划和方案，以学
生为核心开展作文教学活动。 

例如：笔者在语文随笔的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布置的随笔写
作任务字数限制在 300 字左右，但题材不限，学生可以任意选择
写作题材和内容，要求原创不得抄袭，或许许多学生的笔法仍显
得十分幼稚，但不可否认这是学生真实的写作水平和能力的体
现，根据学生的写作状况进行相应的指导，逐步提高学生的写作
能力。 

二、通过良好写作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热情 
小学时期学生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缺少良好的自制能力

以及专注集中的学习注意力，对于语文作文这一初次接触的学习
内容心理的未知和恐惧多余兴趣和热情，因此创建良好的语文作
文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语文写作兴趣和热情就成为当前小学语
文作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在轻松有趣的语文情境下进行语文作文
写作练习，不但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和热情。 

教学案例：教师在名著类历史题材的写作教学过程中可以为
学生播放相关的影视剧资料，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写作兴趣以
及思路，如为学生播放《大军师司马懿》的相关影视资料，要求
学生写一篇题目为“我眼中的司马懿”的 300 字左右的作文，主
要进行任务的性格、外貌和主要事迹的描写，激发学生的创作灵
感，增强写作的效率。 

三、梳理和归纳作文的类型，加强对学生写作技巧的传授 
作文题材的分类归纳和总结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环节，以作文的类型为核心进行展开，并逐一为学生进行讲
解，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语文作文知识体系。无论是命题作文、
半命题作文、看图作文还是材料作文，都有其独有的写作手法以
及表现方式。以命题作文为例，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为学生布置了
题目为“我 好的朋友”的写作任务，题目明确限制了写作的类
型和范围。叙事主体“我”， 好的朋友“唯一”，范围“身边”，

在限定了范围和类型后就需要学生灵活的运用所学的写作知识
和表现手法，从外貌、性格以及事件等因素综合入手进行创作，
表达出积极向上的真挚友谊情感。 

四、开展作文专题训练写作活动，进行分类写作训练指导 
写作能力的提升不仅仅依靠知识的讲授和阅读素材的提升，

更需要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尤其是各种类型作文的写作训练，作
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我们应当注重对学生实际写作能力的培养，开
展各类作文的专题训练，并对学生的实际写作状况进行相应的指
导和讲解，使学生可以通过大量的实战演练磨炼自身的写作技巧
和能力，克服自身对语文作文未知的恐惧，全方位增强学生的语
文作文水平。例如：开展半命题作文“我 喜欢的----”的写
作训练活动，无论是人还是事物，学生可以进行自由创作，放空
对学生思维想象的限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并对学
生的作文进行相应的指导，提出可行性的策略。 

五、增强作文教学内容的生活化，灵活运用生活中的素材 
写作是人们表达自身情感和观点的文学创作方式之一，可以

说语文作文源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因此在小学语文作文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应当适当增强语文作文教学内容的生活化，灵活的
运用生活中的素材，同时将生活中的时事热点问题作为写作话题
布置写作任务，在训练学生写作能力的前提下开拓学生的知识面
和眼界。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播放《新闻 30 分》
等新闻热点节目，增长学生的知识积累，开拓学生的眼界，并就
当前的时事热点新闻进行写作分析，这样不但可以缓解作文教学
带来的压力，活跃写作的环境氛围，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时事政治
意识和生活化的写作能力。 

六、结束语 
综上言之，小学语文作文的标准不是单一和一成不变的，这

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成长状况以及理解接受能力不断调整，
鉴于小学生的思维活跃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的特点，以及学
生的知识体系处于形成建立的关键时期这一重要因素，教师应当
树立起个性化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并创建良好
的写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热情，并对作文进行类型的
归纳总结，开展相应的写作训练，全方位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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