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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生活化写作教学策略

●王正玺

　　

[摘要]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着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而小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的设计概念就是将小学语

文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进行联系.小学语文生活化教学以生活为主要教

学和学习场所,突出学生在课堂教学主体地位的同时,让学生结合自身实际生活学习知识,体验学习过程,形

成学习能力.本文以此为研究课题,对小学语文生活化写作教学展开深度分析,以探究科学有效的教学方式

开展小学语文生活化写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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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是激发学生产生无限遐想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学

生写作质量的关键所在。 教师需要顺应教学改革发

展要求，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应用到小学语文写

作教学中，使教学与学生生活紧密相连，更好地贴近学生生

活，走进学生内心。 这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提升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同时，这种教学方式可

以使教学回归生活，引导学生将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加强

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生活化的重要意义

生活化教学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所产生的教育

模式，其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生活为核心，将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使学生能

够运用实际生活经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同时，学生以生活为主要学习

场所，可以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又能将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

生活当中。 新课程标准更是进一步强调了关于小学基础教

育实现生活化转换的重要性。 通过实现小学语文写作教学

的生活化有助于推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对小学语文写作教

学生活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生活视野

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的基础性较强，具有浓厚的生活气

息。 但一些学生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很难从生活中汲取写作

素材，并难以将从生活当中产生的情感体验融合在写作练习

当中，导致学生的写作水平相对较低。 而生活化课程的有

效构建，能够将教学与学生生活相结合，让学生从生活中进

行学习。 这种教学方式不但可以拓宽学生的生活视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在丰富学生情感的同时，使学生

能够善于观察生活，并从生活中汲取写作素材，汲取情感，

进而展开高质量的写作。

(二)有利于引导学生观察生活

生活是学生成长的主要场所。 然而，由于一些综合因

素的影响，学生往往忽略了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导致学生难

以发现生活当中的诸多趣事以及生活中的美。 教师通过将

教育与生活相联系，有助于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感悟生活魅

力的同时，形成积极乐观的学习心态，使学生的个性得以全

面发展，能够更好地了解生活。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传统教育形式产生了一些变

化，学校越来越强调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并重视学生的个

性化成长。 教师通过开展语文作文生活化教学，能够促进

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养成。 这有助于学生从中提升关键学

习能力，并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小学语文生活化写作教学策略

(一)借助生活现象，激发学习动机

作文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教学内

容相比，作文教学过程相对较为枯燥，而且需要学生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写作任务，导致大多数学生对写作练

习都存有一定的厌倦情绪。 学生不愿写作、不想写作等写

作动机的缺失，导致学生缺乏主动创作意识，学生很难自主

发现生活当中的写作素材以及写作情感。 而被动创作则会

导致学生产生较大的学习压力，并进一步加剧学生的厌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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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使学生在写作练习中产生恶性循环，逐渐丧失学习兴

趣。 而生活与教育的有机融合，能够让学生在生活当中发

现学习的乐趣，并产生创作的意识。 小学生年龄较小，其

学习行为主要以模仿为主。 学生通过观察生活当中的柴米

油盐并捕捉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来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认知，

提升自身的学习效果，增强自身对生活的认知能力。 教师

以此为基础，利用学生的这一学习与发展特点，在构建生活

化教学的过程当中，合理借助生活现象激发学生的写作动

机，使学生产生自主创作意识。 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以

生活需要为创作目的，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产生创作意识、生

成创作欲望，并借助写作来抒发情感。

例如，在酷热的夏天里持续的高温使得天气异常燥热，

有时外面突然乌云密布，并发出雨水击打地面的声音。 当

学生听见雨声越来越大，学生着急忙慌地去关窗户，避免雨

水进入教室。 这是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炎热酷暑

的高温天气与下雨时所产生的清风产生强烈对比，虽然学生

下意识去关窗户，但学生内心的情感是期待和欢喜的。 这

时，教师可以留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让学生倾听雨声、

观看雨水的情景，并以“雨”为主题写一篇短文描述学生当

下的心情与感受。

(二)整合生活信息，积累写作素材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作文素材库，能够充分满足学

生的写作需求，让学生以生活为灵感展开自由创作。 但在

实际写作过程当中学生经常存在无从下笔的现象，这导致学

生写作效率低，写作质量较差。 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学

生缺乏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难以从生活当中提取并整合信

息，导致生活中的信息像一团乱麻似的呈现在学生的脑海

中。 因此，教师需要以此为切入点，将学生生活信息与写

作教学进行有效融合，从而生成生活化写作教学模式。 教

师以生活为核心，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并引导学生对生活信

息进行有效整合、提炼后融入写作练习当中。 这种写作教

学可以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并提高学生的写作质量。

例如，在“写观察日记”一课当中，教师首先引导学生

在生活中学会观察，并分析观察到的生活现象。 教师让学

生思考，如果学生将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几个主

题。 教师以问题为引导驱动学生展开教学互动，促使学生

进行思考。 学生既是其生活的主体，也是课堂主体。 教师

通过问题引导，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

发挥主动意识自觉地整理生活中的有关素材，如课内外活

动、动植物生长、节日节气、校园特色等。 学生以此为基

础，结合当前具体的学习内容对生活信息进行再次整理。

学生写观察日记是围绕某个事物的变化展开观察，相对来说

是一个长期且存在变化的过程。 教师以此为线索，让学生

分析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事物是长期存在且会随着时间推移

产生变化的。 如教师以植物生长、建筑的兴起、生活模式

的转换等为素材，引导学生展开写作练习。 学生在写作的

过程当中结合自身对素材所倾注的情感进行创作，抒发情

感。 这样的话，学生的作文才会有内容，有情感。 学生经

过对生活信息的再次整理之后，学生能够更好发现生活信息

中的诸多细节。 以植物生长为例，特定植物都有着一定的

生长周期，如鲜花大多都在春天盛开，在秋天逐渐衰败。

大树也是如此，树叶由绿到黄到枯萎凋落，再到发芽抽枝，

周而复始，这样的生长周期创造了不同的自然景象。 但生

活中同样也有四季常青的植物，如松树等。 学生通过先观

察，再整理分析可以发现，生活中的这些信息可以为写作提

供丰富的创造灵感。

(三)根据写作主题，提炼写作材料

写作教学的核心目的就在于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写作能

力，能够围绕写作主题，有情感、有条理地去描述事物，抒

发情感。 但由于诸多原因，导致学生在写作过程当中缺乏

写作素材。 笔者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核心原因在于学生缺

乏良好的观察能力，无法有意识去观察生活中的人和事，导

致学生的写作素材少。 因此，教师需要有目的性地引导学

生展开观察，以生活为主要学习和发展场所展开观察分析。

例如，在“生活万花筒”一课当中，教师就需要基于学

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和小学语文作文基础教育要求，从中合理

创设教学主题，并以主题为线索确定学生观察生活的范围，

让学生在观察的过程当中积累写作素材。 同时，教师引导

学生根据写作主题提炼写作中心，围绕中心进行选材，并将

选择的素材应用到写作练习当中。“生活万花筒”以生活为

主题，引导学生从自身角度展开观察分析，搜集生活中的素

材。 学生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都是学生可以用来写作的

素材，如多变的天气、多样的动植物、多变的人物关系、情

感关系等。 教师以此为基础与当节课具体教学内容进行结

合，给学生讲解什么样的素材才能呈现出生活的丰富多彩，

并引导学生合理选择写作素材。

(四)创设教学情境，体验多彩生活

在写作教学中，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其生活体验

感不强，无法在写作教学中快速调动情感体验，并将情感认

知融入写作练习当中，导致学生的写作内容僵硬、死板、缺

乏情感变化。 结合学生的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合理利用多

媒体教学设备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体验多彩生活。 这可

以弥补学生生活经验的不足，并丰富学生的情感认知体验，

使学生能够体验到更丰富的生活情感。 教师通过这种方式

引导学生展开写作练习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效率，

还可以保障学生的写作质量，使学生的作文有内容、有思

想、有情感。 同时，这种教学方式还能促进教学与生活的

进一步融合，使抽象难懂的知识能够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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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面前，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我的心爱之物”一课当中，通过对课题内容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节课的任务是围绕具体事物进行写

作，以此为线索让学生在写作中描述喜爱某个事物的原因。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为学生创设生活情境，并在情

境中展示以下两段视频内容：(１)小女孩丽丽过生日的场

景。 父母为丽丽精挑细选了一个玩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

她。 丽丽收到礼物后十分开心，并承诺会小心呵护这个玩

偶；(２)小女孩丽丽抱着玩偶睡觉、带着玩偶吃饭、抱着玩

偶玩游戏的场景。 通过两段视频内容，教师引导学生分析

以下问题：“对小女孩丽丽来说，什么是小女孩丽丽的心爱

之物？ 从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小女孩丽丽对玩偶的喜爱？

小女孩丽丽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玩偶？”教师以问题为引

导，驱动学生产生思考并让学生认识到其实玩偶本身并不重

要，其重要的是玩偶背后的意义。 因为玩偶是丽丽的父母

精心挑选的，所以丽丽才会喜爱这个玩偶并将其作为心爱之

物处处携带。 情境分析完成之后，教师给予学生充足的时

间和空间让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基于自身的实际生活经历

从中选择对自己最重要的事物，并分析自己喜爱的原因。

教师以此为基础，让学生展开写作练习，在练习当中抒发

情感。

(五)结合实际生活，合理布置作业

作业设计是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核心内容。 教师需要

结合学生的生活，在作业设计的过程当中体现作业的生活

化，让学生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展开三位一体的写作练

习，使学生在感悟生活的过程当中汲取情感，展开有效的写

作练习。 例如，在“那一刻，我长大了”一课当中，教师就

可以从学生的视角，向学生布置一项生活实践任务，让学生

寻求家长配合，完成“我”与家长换角色的趣味实践游戏。

教师让学生做一天家长照顾父母的一日起居，感受父母的不

易，并结合一天经历完成写作任务。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活与教育之间向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教师通过充分挖掘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生活元素，形成小

学语文作文生活化教学模式。 教师引导学生结合实际生活

体验理解写作知识，使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同时，还能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此外，教师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使

学生能够在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过程当中获取知识，丰富

情感体验。 学生以生活为写作素材库，融入自身的情感展

开高质量写作，这可以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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