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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活化教学在小学作文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路　放

辽宁省葫芦岛市教师进修学院　125000

摘　要：写作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它将知识、实践、应用合为一体，是提高小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将写

作和生活连接起来，将真情实感注入到作文中，能让作文更有感染力。而情感来源于生活，因此，教师就要开展生活化的写

作教学，激发学生写作的热情，以此提高小学作文教学的课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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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的理念，这一理念一直被运用到各阶段的教学中。随着新课
改的推进，小学语文教学更加注重写作能力的培养，教师要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注重阅读生活化，加深学生认识

小学语文教师在展开阅读教学工作时也要与写作结合起
来，开展生活化阅读教学，加深学生对生活和阅读写作的认
识。学生对生活的体验来自两方面，一个是自身亲身的体验，
另一个是通过阅读了解他人的生活体验，无论是哪一种，语
文教师都可以将其利用起来优化阅读课堂教学，使学生初步
形成一种思维习惯，意识到阅读和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写作
也同样离不开生活。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平时多对生活进
行观察和思考，有意识地形成对生活的深刻记忆，在阅读课
堂教学中，教师就要将学生的生活经验利用起来，如讲《只
有一个地球》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通过分析生活中的环境
污染、环境保护的问题来掌握本课内容，从生活的视角来提
炼文章主题。在学生展开课内外阅读时，教师也需要让学生
多多思考阅读文本内容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

三、在生活中寻找乐趣，激发写作兴趣

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引入生活化元素，将课
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给予学生自主思考和表达想法的机会，
让他们自由表达。比如，教师可以设计“我是谁”的游戏，
让学生依次描述，可以描述班级的同学，可以描述一种植物，
也可以描述一种动物，然后其他同学根据描述猜测描述的是
谁或者是什么。教师还可联系生活实际，组织实践活动，创
设生活化的场景。比如在学习场面描写的时候，可以组织击
鼓传花游戏，或者举办拔河比赛，用真实的经历和体验激活
学生的写作激情，丰富其写作素材。并在游戏结束后布置写
作任务，让学生记录活动的场面，表达真实的感受。又如，
在学习课文时，组织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扮演课文中的角
色，体会人物的心情，然后写作。或者播放与课文内容相关
的影视资料、动画视频，营造轻松、积极的课堂氛围，激发
学生的写作兴趣。还可进行模仿训练，或者发散思维训练等。
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有效拓展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理清写
作思路，为之后的写作打好基础，让他们写出高质量的作文，
从而提高写作教学效率。

四、在生活中仔细观察，积累写作素材

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比如观察父母，
留心他们的作息习惯，每天都做什么，以及他们对待一些事

的看法和态度；观察长辈说话的语气与表情；也可观察学校
的环境，归纳教师和同学的特点。在外出游玩时，观察周围
的事物，寻找美景，发现景物的独特之处；思考这些景物与
别处的哪些地方相同，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这
样不仅能培养思维能力和观察能力，也有利于积累写作素材。
在生活中，学生也可以了解一些美食的名称，学习制作方法，
这样再写美食类的作文时，就不会无话可说了，而且也能让
文章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每逢过节或者过年，会有很
多风俗，可以观察这些风俗，并且记录下来。如此不仅可以
充实作文内容，还能增加学生对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了解。
比如，端午节的时候，人们会赛龙舟、包粽子，学生就可以
记录包粽子的过程，或者写龙舟比赛的精彩画面。

又如，教师可举办“我爱我家”的主题班会，让学生分
享家庭趣事，介绍家庭成员。比如说一说自己父母的性格是
怎样的，他们有什么烦恼，或者有什么愿望。分享完毕，可
以将之转换为文字，写成作文。这样学生不仅有了素材，而
且因为先进行了语言交流，写作时思路会更顺畅，语言表达
也会更流畅。

五、结合实践活动，开展生活中作文教学

教师在小学语文写作活动中要主动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
丰富课堂实践活动，根据学生的实践体验帮助其积累丰富的
写作素材。同时，生活实践活动的应用有利于丰富学生的感
受与体验， 使其在学习中积累更为丰富的情感素材，锻炼学
生的写作能力。比如某一次写作课上教师要求学生自主选择
一幅剪纸作品，在观察与想象中写一篇作文。教师结合教材
内容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剪纸活动， 要求学生自主搜集与剪
纸有关的内容，了解剪纸的主题与类型，把握剪纸中表达的
内涵与故事。有了教师的指导，学生在学习中应用剪刀剪出
了自己喜欢的剪纸，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
进行写作，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

六、结语

总之，小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深度解读生活化教学的内涵，
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总结有用的教学经验
和方法，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和能力，进而实现学生语文综
合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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