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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的相关探究 
◆鄢  非 

（简阳市养马镇中心小学  641400） 

 
摘要：生本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带来新的转变。

针对生本教育相关教学理念，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促进学生在

语文作文方面的学习，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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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教育的提出让教育者对当下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生本

教育在教学中的融入，提高学生课堂感受力，自主学习能力，帮
助学生建立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学习的道路上更好的发展。小学
语文教师对于学生在作文方面的教学中进行了改善，贴近学生生
活，灵活引导学生进行写作思考，帮助他们创作出好的作文，提
高学生整体写作水平。达到语文作文教学目的，体现小学语文作
文教学价值。 

一、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方式单一 
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容易忽略多种教学方式的

融入，常常多种题材的作文教学课程采用一种教学方法[1]。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虽能感觉到写作题材的变化，但对教学氛围没什么
太大感觉，兴趣一般。教学方法单一降低了学生在语文作文方面
的积极性，容易让学生觉得不管什么题材的作文，只要一直这样
就可以了，对写作水平没什么提升。例如，某教师在进行“我的
小乌龟”和“假期第一天”作文教学时，两篇作文都是叙事题材，
教师在进行教学时没有考虑过两个题材间的差别，采用一种方法
引导学生进行作文，最后学生写出的作文除了题目不一样，其他
基本相同。两篇作文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差不多，学生的写作
水平没有什么变化。单一的教学方式对学生在作文方面的影响是
消极的，让学生对写作一概而论，没有体会到写作的真谛，降低
语文作文教学效果。 

（二）作文教学内容空洞 
小学语文教师将生本教育融入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贴近

生活进行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有促进作用。但是若教师
在教育中只重视形式，而忽视了内容就会让作文教学变的空洞，
对学生写作水平依然起不到任何作用[2]。例如，某小学语文教师
在进行夏天“雨”作文教学时，引领学生对“雨”展开观察，与
生活产生联想，然后就让学生进行写作。学生在教学中跟着教师
的引领对“雨”有所观察，结合生活写作出来的文章贴近生活，
但是流水文现象明显。很多学生对“雨”的理解仅仅存在于平时
看到的形状、雨量大小、下雨天发生过的事情等。行文方法从头
说到尾，没有一点波澜。这种作文教学对学生来说比较失败，教
师在教学中没有引入相关素材，让学生可以进行情感启发。教学
内容较简单，缺乏应有的感染力，导致学生写作情况不太理想。
这样进行的作文教学在形式上满足了课堂教学需要，但是内容却
缺乏很多，失去了生本教育理念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意义。
降低了语文作文教学的价值。 

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的主要运用 
（一）从学生出发，多种方法进行作文教学 
提高学生写作水平，就要实事求是的从学生出发，小学语文

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要考虑到学生生活中的情况，不断积累素
材，并投入到作文教学中去[3]。根据素材的不同设计出不同的教
学方案，引导学生进行写作，增加学生对写作的情感，提高学生
写作水平。例如，“我和书的故事”作文教学，教师可以提前准
备一些与书相关的素材，可以是与书有关的人物故事、可以是书
的历史发展、可以是教师与书有关的故事等等。在课上提出一两
点，引导学生根据自己情况进行联想、讨论，激发学生对书的相
应情感，顺势引导学生进行行文。提高学生写作激情，体现生本
教育在作文教学中的作用。这种作文教学方法丰富了学生对书有
关的故事，让学生建立了自己对书有关的情感，丰富了写作素材。
在写作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情感，形成内容充实，情感
丰富的好文章。教师根据班级情况，还可以提前让学生准备一篇

与书有关的故事文章，在进行作文教学时与同学一起分享，并阐
述选择这篇文章的主旨，表达自己的情感，通过同学间的分享，
增加学生对书的体会，形成自己与书的独特情感，教师顺势引导
学生行文。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
教学方法也体现了生本教育理念。对小学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方
面进行了有效提高。 

（二）适时对作文进行点评，鼓励学生自我点评、修改作文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对学生作文进行点评是教学中重要的

一项内容，好的教师通过点评帮助学生在写作上更胜一层楼，不
负责的教师通过点评让学生知道自己的作文是优、良、及格、不
及格。作文点评，主要帮助学生找到作文中好的语句，好的措辞
方法，不好的作文行文格式、空洞的作文内容等。学生根据教师
的点评对自己的作文进行改善，增加再次练习的经验。为以后写
作打好基础。让学生在写作方面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挥。学生是
作文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鼓励了学生对作文进行
自我点评、修改，让他们形成独立的作文思维，是提高写作水平
的有效途径。自我点评、修改能够激发学生对自己行文的认识，
让学生知道自己行文表达的情感情况，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
教师多增加学生自我点评、修改的机会，让学生体会教师在进行
点评时的思考角度，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点评思考思维。让学生不
仅知道如何写作，同样懂得如何点评作文，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
鉴赏能力。提高学生文学素养。这种方式对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产
生积极推动，让学生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丰富自身文学内涵，
增加教学价值，让生本教育理念灵活运用其中。激发学生对作文
的积极性，喜欢上通过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感。 

总之，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的意义是积极的，它的
融入促进了作文教学发展。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式，增加学生对
写作的热爱。让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感受到文学的熏陶，促进
情操的陶冶。生本教育理念的融入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让教
师在积累素材时加入生活元素，以学生为主要出发点，引导学生
在作文时写出优秀的文章。发挥教学的价值，让学生在语文作文
道路上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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