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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优化策略
张秀梅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景信乡勐柏小学　云南　孟连　665807

摘　要：语文是小学阶段的基础学科，语文教学从小学生的识字、写字教学开始，到阅读、写作教学，逐步培养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而作文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倡导核心素养的今天，小学作文教学

应怎样开展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笔者作为一线小学语文教师，结合多年的作文教学经历，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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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小学生语
文综合素养的一杆标尺。语文教师应重视作文生活化教学，
提高学生的阅读数量，使学生积累写作经验，激发写作兴趣，
培养写作爱好，进而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

一、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写作兴趣普遍不高，无法爱上写作

在作文教学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对作文不感兴趣，存
在畏难情绪。学生写作时缺乏兴趣，不能认真审题，无法真
正理解题目要求，或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导致写作时游
离于主题。学生缺乏良好的写作方法与技能，对写作文缺少
自信，害怕写作文，常常是为完成作业而写作文。有的学生
为了应付“差事”，甚至借助外部资料，直接“拷贝”，无法
真正爱上写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
（二）学生习作缺少真情流露，内容空洞无物

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满满的真情，那
是作者真实心理的表白。一篇作文传递出来的信息及真实感
情，往往最能打动读者，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但当前，大
多数小学生在写作文时，过分看重词句优美，是否运用了修
辞手法，忽视了最能引起共鸣的主要因素——自身情感的流
露。部分学生的习作表面看来辞藻华丽，修辞手法运用多样，
貌似生动形象，其实没有融入自己的真实情感，文章华而不
实，导致作文质量低下。
（三）写作素材遍缺乏，写作无法下手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成为评价教师教学
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所以部分一线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只注
重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积累与运用，课后布置大量作业进行
训练，以达到提高学生分数的目的。这些教师无法在课堂中
留给学生过多的时间让他们自由阅读，课后繁多的作业又占
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以至学生没有时间读书。学生的阅读
面较窄，阅读量较小，导致他们的阅读积累大打折扣，作文
素材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缺乏
素材，写作就无从下手，即使学生能写出一篇作文，内容也
是空洞无物，缺少文学性和耐读性。

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提高写作兴趣，培养写作爱好

首先，教师应积极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写
作兴趣。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平等、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
中，学生学习状态能发挥到更好。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若能
积极营造这种氛围，开展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学生的创作
思维将被充分调动，创作的灵感就会喷涌而出。

其次，教师应要求学生写日记，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日记可不限制字数，记录下自己一天内的所见所闻所感即可。
这样日积月累，学生能够养成勤观察、勤积累的习惯，写作
技能也会逐步提高，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最后，教师可以适当地开展综合性的学习活动，让学生
参与其中，指导学生积极观察，细心发现。学生有了切身经
历在写作文时就有了写作的素材，就会对写作产生兴趣。例
如，指导学生写一篇有关春天的作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春
游，引导学生观察春天特有的景物。学生积极观察，分组讨
论，然后将结果汇总，根据春游的经历完成作文。当学生对
写作产生了兴趣，写作教学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二）重视作文生活化教学

作文来源于生活，生活就像海洋，蕴藏着丰富多彩、无
穷无尽的素材。在作文教学中，语文教师要紧密联系学生的
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观察、发现，找寻适合写作的相关素材。
教师不仅要指导学生观察，而且要及时地记录有用的素材，
这样学生在写作时才可以信手拈来。学生在生活中学会表达，
在生活中学会感悟，对生活有了切身体验，就能根据自己的
体验写出较成功的作文，就会在作文中真情流露，使作文内
容不再空洞。这样的作文教学，不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
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积极健康的人生观。
（三）提高阅读量，丰富写作积累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教师要指导学生大量阅读有益的课
外书籍，积累写作素材，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与思维广度，
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力。学生阅读量提高，语言组织能力自
然会增强，学生在写作文时，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随之提高。
语文教师在鼓励学生阅读的同时，应引导学生做好读书笔记，
摘抄其中的优美句子、语段，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学生只
有进行了大量阅读，才能积累更好地学习写作技巧，并积累
丰富的写作经验。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的积累丰富了，视
野拓宽了，在写作时就不会受到作文范本的拘束，就能够放
开手脚，发散思维，尽情地表达自己所想，培养创新思维，
提高写作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作文教学中，教师要坚持以核心素养
为导向，重视作文生活化教学，提高学生的阅读量，丰富学
生的写作积累，培养学生的写作爱好，这样能够逐步提高学
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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