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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六年级语文习作教学初探
汤郑琴

温州龙湾区沙城三小　325024

摘　要：语文教学对于小学生的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能够显著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写作能力。众所周知，

写作能力是学生其他能力与素质的综合性表现，对于学生的成长极为重要。良好的写作能力需要将丰富的情感世界作为前提，

而学生的情感来自于现实生活，因此贴近实际的生活化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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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作文教学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较大改变。为了提高学生

的写作质量，培养其想象力，教师可以运用生活化教学模式

开展教学活动。

一、小学六年级语文作文教学现状

（一）忽视对学生的兴趣培养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主要以培养写作能力为目标，

教学内容更多围绕着写作技能，将文章结构、修辞手法作为

重点，却忽视了写作兴趣的培养和写作技能的训练，其模式

较为固化，未能考虑到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学内容枯燥、乏

味，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为了满足应试要求，小学语文作

文教学内容往往偏高、偏难，超出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容易

让学生产生畏难心理，影响其对于写作的自信心。

（二）模板化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模板化较为严重，更加重视作文成

绩的提升，而非写作能力的进步。教师往往会根据语文考试

的相关规律，将作文简单总结成为几种模板，有着固定的文

本结构，套用与“诚实守信”“热爱自然”“生活趣事”等方

面的素材作为事例，引用名人名言，句式雷同，观点陈旧。

部分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局限于模板，文章内容较为

空乏，大多是空洞的议论，缺少真情实感。写作应该是一个

创造的过程，而模板化的写作却是一个模仿的过程，其内容

缺乏生活气息，对于学生写作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并无帮助，

同时还会导致学生产生僵化、机械的思维定式，学生难以在

写作中寻找乐趣。

（三）学生缺少阅读积累

写作能力的培养，需要打好坚实的基础，不能盲目地追

求速成。在写作时，学生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开拓思维，利

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知识、技巧，在作文中描绘人物、记叙

事件以及抒发情感。该过程中，学生需要具备良好的语文知

识基础，需要长期、持续的积累。但是小学生的生活阅历有

限，同时缺少阅读积累，主要通过教材了解一些历史典故、

名人事迹以及名言警句，反复、多次运用到写作中，导致作

文的模式化，作文内容空洞、乏味。另外，脱离生活实际的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让学生对于人和事物的认知更加局限。

学生对于相关素材的掌握，更多的是理论层面上的认知，未

能深入地理解和掌握。

二、小学六年级语文作文教学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的创新，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思

维，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个性

爱好，应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写作兴趣的培养，并将其

作为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目标。开展写作教学，应该循序渐

进地进行，不盲目追求近期效益。在作文教学中，需要具体

了解学生的语文知识基础、思维能力和阅读能力。教师主要

起到引导的作用，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写作中。将多媒体设

备应用于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丰富教学的形式，将文字与

图片、音频、视频相结合，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吸引

学生的兴趣。利用图片展示自然风景、名胜古迹、动物，或

是播放介绍名人事迹、英雄故事的视频，均可以作为写作的

主题。学生将观看后的感受，通过写作的方式进行表达，抒

发其真情实感，对于增加学生的写作兴趣和锻炼其写作能力

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开拓思维

创新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方法，改变模板化的写作方式，

侧重于开拓学生的思维。在写作练习中，不再设置固定的命

题，而是设定一个范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拟题

目进行写作。该过程中，教师能够给予学生更加自由的发挥

空间，让学生从中寻找写作的乐趣，进而激发其对于写作的

热情。在写作训练的过程中，围绕着写作对象，引导学生通

过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开拓其思维，从中获得全新的

认识，让作文内容更加创新，避免形成模式化的写作，

三、小学六年级语文作文教学的途径

（一）读写结合

应用读写结合的方式，通过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为提高其写作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阅读

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文章的梳理，掌握文章的基

本结构，理解其中的思想感情，并将其作为借鉴，运用于写

作当中。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学生能够了解文章中的思想

感情，并围绕其进行扩写、续写。该过程中，能够让学生开

拓思维，充分想象，同时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文章的理解，融

入自己的思想感情。每个人对于文章都有不同的理解，所期

待的结局自然存在差异。

例如，在续写《夏天里的成长》一文时，学生可以想象

自己也是自然界生物中的一员，体会它们在夏天里奋力成长、

积极向上的情感，然后进行后续故事的想象，在续写的过程

中，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想象设定结局。在《夏天里的成长》

续写故事中，结局可以是在努力之后的收获，也可以是遇上

了重重困难与挫折，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安排角色的

命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创作欲，进而提升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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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

除了续写之外，仿写也是一种锻炼写作能力的方式。通

过阅读一篇文章，了解内容，掌握其技巧、理解其思想，然

后按照该篇文章的结构进行仿写，运用其表达方式、修辞手

法，其目的是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写作意识。在读写结合的

过程中，通过“读”“写”的转换，同步锻炼学生的阅读理解

能力和写作能力。

（二）课外创作

鼓励学生进行课外创作，将写作教学从课堂延伸至课外。

将写作与课外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中获取灵感，在写作的

过程中，可以充分满足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同时增进师

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在写作教学中，组织文章鉴赏活动，

进行课外创作的交流，教师能够给予指导和评价，并积极鼓

励学生，增加其创作的信心。

在课外创作中，学生有了更加宽松的创作空间，获得丰

富的创作素材，不受题材的限制，以个人兴趣为主，学生能

够切实体会到写作的乐趣。另外，课堂学习内容也可以作为

课外创作的思路，例如，在学习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时，可以通过写作训练，对于诗中描述的故事进行延伸、拓

展，将自己想象成作者王维，回忆自己与兄弟重阳登高的往

事，表达其对于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七步诗》的学习中，

结合诗中表达的内容，联系相关历史知识，发挥想象力，以

曹植的角度，讲述这个“手足相残”的故事，在课后创作的

过程中，能够达到巩固语文基础和锻炼写作技能的目的。

（三）信息资源的拓展

新时期的语文作文教学，应该追求时代性、生活化的特

点。在写作的过程中，学生经常会出现“无话可说”的问题，

往往会反复地套用名人名言、历史故事等。为了积累更多的

写作素材，需要进行信息资源的拓展，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作文练习，基于教材内容，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生

活是写作的信息库，能够从中不断地挖掘素材。教师需要引

导学生从互联网、电视新闻收集信息资源，有助于开阔视野，

增加其知识储备。

以“感谢”为主题进行写作，要求学生运用恰当的语言，

表达自己对于父母、朋友或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感激之情。

给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写一封信时，需要学生了解人物的事

迹，才能真实表达其看法与感受，教师可以提议选择运动员、

航天英雄、抗疫医护人员、警察、解放军等人物作为对象，

为学生打开思路。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新闻，了解职

业运动员、抗疫英雄的故事，也可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了

解医生、警察、消防员的日常工作。另外，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也能够利用网络资源，拓展其教学内容，向学生介绍历

史名人事迹，指导学生选材，进行写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只注重学生

的成绩，而忽视了兴趣与积极性的培养过程，导致学生写作

质量不理想，写作水平有待提高。而写作非但离不开生活，

还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观察生活，发

现生活的独特之处，获得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丰富自己的

情感世界，形成写作的思维，使自己能够写出质量极佳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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