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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学语文作文个性化写作培养策略
康兆华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老厂乡小学　653406

摘　要：随着当代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语文这门学科的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变革，并且随着教育体制的变革，语文学科中的

作文写作在考试中占的分数比重越来越大。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作文的写作上略有欠缺，缺乏写作题材，导致自己

语文成绩平平，进而影响了学生对语文这门学科后期的学习。本文将对如何培养小学语文的个性化写作进行阐述和说明，以

此为教师群体提供更为新颖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有利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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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要是没有把应当写的东西经过明
白而周到的思考，就不该动手写。”语文写作能力，可以说是
重中之重，从小的范围看，它在语文成绩中，占比例最大，
占的分数最多，从大方面看，它能展现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语文修养、言行举止，是一个人全方位的体现。

一、小学作文教学的问题
对于小学作文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便是观念问题。许

多小学教师受到了应试教育的思想，他们在不断进行学生能
力提高的过程中，往往采取知识灌输和题海战术的引导方法。
学生即便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作文写作练习，但是往往无法从
自身的内心出发，对于语法的运用和文章结构的梳理达不到
一定水平。这样的写作不仅没有方向，而且使学生感受到了
更多的困惑和无趣。他们会在反复练习的同时产生更多的厌
烦感。其次，便是教师自身的引导方式。许多教师的教学观
念由于无法及时的更新，他们对于学生的作文能力指导不能
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甚至对于学生的作文评价也是没有特
殊差异的。这样不仅使学生无法正视写作是怎样的能力应用，
也让他们出现了更多抄袭甚至滥用的现象发生。所以，如果
不能很好的将写作教学真正的问题解决，所衍生出来的更多
问题也会使小学语文的整个教学过程表现出整体方向的错误。

二、小学语文作文个性化写作培养策略
（一）创设语文写作情境，培养学生写作个性化
在现在的作文课堂上，许多学生对于教师所讲授的写作

技巧、方法等等都感到枯燥无味，导致学生在写作时没有自
己的想法，千篇一律。而创设有关语文作文课堂内容的情境，
是培养学生写作个性化化的有效策略，既可以增加学生对于
语文这门学科的兴趣性、积极性和想象力，又能够让学生掌
握语文作文课堂所必需的知识。

例如，教师给学生出一写作主题“生活中，我们在逐步
地成长，懂得了孝顺长辈，懂得了爱惜眼前的美好，请你写
出在自己的长大中懂得的某一种生活道理，写一篇 400 字的
记叙文章。”教师可给学生创设情境，讨论一下父母是怎么
样对待自己，使学生回忆一下自己在家里与父母的日常生活，
以及父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等等，引导学生进入写作情境，
带入学生自己的真情实感，把感情表达出来后，再开始写作，
写作将变得容易起来。学生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作文中，通过
作文的方式诉说出来。学生在教师创设的情境当中，根据每
一个人的经历不同，使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在文章中表现出来。
（二）引导学生阅读，在阅读中培养其个性
教师在重视培养学生写作的同时，也要注意许多利于习

作的方法，教学不应该止步于课堂。教师应为学生提供大量
的课外书籍进行阅读，学生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学生在教师
提供的大量的课外书的基础下，应多利用自己的课下时间及
空余时间去阅读这些课外图书，为自己积累写作经验。学生

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图书，积累了写作经验，开阔了自己的
眼界，在以后自己的写作中更是下笔如有神。

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利于学生写作的课外书籍，
像《满分作文 100 篇》《优秀作文》等这种优秀作文较多的书
籍。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优秀作文，在阅读每一篇文章的同时
记录下其中的优美词句，为自己积累写作经验。通过一篇篇
优秀文章的阅读，学生感受到其中的美好，有身临其境的带
入感。教师为学生提供阅读课外书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
素养，广泛拓宽学生的知识水平，使学生在阅读当中养成了
自己的写作风格，在以后的写作当中也更有个性化。
（三）引导学生实践，在实践中发扬自己个性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当代，许多学

生在写作时都会感到作文素材匮乏，肚子里没有墨水，从而
导致只能去照搬教师所讲授的一套写作方式，不利于个性的
发挥。因此，教师不能在教学中教完课本就应付了事，更要
为学生拓展知识范围，对于课外知识做到多看，多学，多用，
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在课外活动的实践当中来发扬出自己的
个性。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课下时间或者是学生周六周
日的放假时间组织学生一起去参加实践活动，并要求学生在
参加实践活动时必须带着本子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自
己的本子上，从而在为自己积累写作素材的同时利于激发自
己的个性。教师引导学生去感受生活、融入生活，在生活中
发现语文课程的美妙之处。学生通过在课堂上学习写作技巧
并结合自己慢慢得到的生活经验，形成自己对大千世界的感
知和认识，这远远比单纯的学会知识更加重要。并且，学生
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不但开拓了自己的眼界，而且积累了
许多的写作素材，在以后的作文写作当中可以将自己的风格
发扬出来。

三、总结
总之，如果想真正地培养学生的个性化作文写作，那么

师生就必须站在统一战线上，明确教学目标，努力提高自己，
以学生为主体，成为学生的领路人，并控制整个作文课堂的
方向，使之向平稳的方向发展，使学生能够真正学习。教师
还应根据自己的基本水平来教书，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
的教学方法，为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写作提供更有利的教学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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