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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策略

●杜丹萍

　　

[摘要]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难点,其不仅可以检验学生对小学语文

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运用语文知识.然而,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小学语文作文教

学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作文教学目标不明确、作文训练形式单一、教师引导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为了

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应深入了解和研究小学作文教学现状,并采取有效的策略优化教学过程.基于

此,本文将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分析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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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写作就是运用语言文字

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学生认识世界、认

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写作是语文素养的综合表

达。”由此可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对提升学生

的语文综合素养至关重要。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作文教

学却始终是语文课教学的阻碍，不仅学生害怕写，就连教师

都不知道该如何教。 从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小学语文作文

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学生缺乏写作素材、课堂教学形式

单一、学生的写作水平不高等，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因此，在新课程改革背景

下，为了提高小学生的写作能力，小学语文教师应明确教学

目标、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完善评价机制等，从

而全面提高小学生的写作水平。 下面笔者就结合教学实

践，具体谈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一般策略。

明确写作教学的目标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目标是写作教学的导向，它对学生写

作水平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为了提高

学生的写作能力，小学语文教师应结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目

标，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明确教学目标。 例如，在

教授部编版小学三年级上册语文《美丽的小兴安岭》这一课

时，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明确本课的作文教学目

标。 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思想认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念等方面入手，让学生意识到写作能力是小学语文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和提高小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途

径。 因此，在教学类似这样的写景抒情作文时，教师就应

引导学生对我国的大好河山进行观察和思考，增强学生对大

自然的热爱之情；引导学生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写作练习，

从而提高作文水平。 如在教学《写一篇游记》习作练习

时，首先就该明确写作的目标：一是通过对美景的描写，借

景抒情，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学生对大好山河的喜爱之

情；二是写景不能只写景，要穿插记事部分，通过对游记中

发生的故事的描写，表现出对游记的难忘之情。 又如在教

学《我最爱的小动物》习作练习时，可以确定这样的教学目

标：一通过对小动物外形的描写，表现出自己对它的喜爱；

二通过叙写与小动物之间发生的故事，来衬托喜欢的原因。

让学生带着这样的学习目标去进行习作练习，就会收到不一

样的结果。

创新作文训练的方法

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进行写作训练时，不太注重训

练方式的运用，如在教学缩写时，往往总是把自己缩写后的

文章读给学生听，完了再让学生进行相应的练习，结果交上

来的作文千篇一律，都与教师的范文大同小异。 其实，这

种单一的写作训练方法，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容易让学

生产生错误的理解，即：教师写的范文就是标杆，照着教师

的思路写没有错。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创新作文训

练方式，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提升其写作水平。 首

先，在进行“写人”作文训练时，教师可以布置一项作业，

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观察校园里的花草树木、小动物等，并

记录下来，最后在课堂上进行分享。 而这样的方式不仅可

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还能促进学生间的交流和沟通，对

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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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鼓励学生自由组成小组开展学习活动，以小组为单位

开展合作学习。 例如，在进行“观察事物”训练时，可以让

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观察校园里的花草树木”活动。

通过让学生自主观察花草树木、小动物等，教师可在一旁进

行引导和启发。 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应对学生进行引导和

鼓励，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最后，通过思维导图，教会

学生构思写作内容。 实际教学中，很多学生提笔犯困的原

因就是对习作内容没有形成一个构思框架，所以，教师可以

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教会学生学会构思作文内容。 如在

教学《我的同桌》这篇习作时，让学生先想想自己的同桌是

谁，他长什么样子，他有哪些特点，和同桌之间都发生过哪

些故事等，然后让学生画出思维导图，根据思维导图来写作

文就会容易得多。

丰富作文教学的内容

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丰富作文教学内容，以激发学

生的写作兴趣，让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作文教学中。 例

如，教师在组织小学生进行“我的理想”主题写作时，可以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 教师可

将小学生感兴趣的网络资源收集整理起来，并对其进行分

类。 例如，可以将小学生感兴趣的网络游戏、网络小说、

网络动漫等内容纳入“我的理想”主题写作中，让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了解更多关于写作方面的知识和素材，然后结合自

己的生活实际进行创作。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

进行“我的理想”主题作文比赛。 通过作文比赛，能够激

发学生学习写作的热情和兴趣，从而使其能够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作文教学中。 日常教学中，还可以通过让学生坚持写

日记或周记等形式，来丰富学生的写作内容。 因此，鼓励

学生坚持写日记或周记，是丰富学生写作内容的最佳方式。

学生可以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感随时记录下来，时间

久了就会积累较多的写作素材。 起初学生可能写得比较零

乱一些，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 如在字数

上不做任何限制或要求，只要把一件事写清楚即可，但一定

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另外，教师还应鼓励学

生多读课外书籍。 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读书

的人越来越少。 一些人只要有时间要么看电视，要么就玩

手机，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只能给人一种暂时的视觉冲击，而

读书虽然不能在一时之间有所收获，但长时间坚持下去，则

能不断地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 作为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年级段，推荐一些适合看的课外书籍，同时还要获得家长

的配合。 因为在学校里每天的学习任务都很重，所以阅读

课外书籍的任务只有在家里完成，这个时候家长的监督作用

就显得较为重要了。 学校里，教师可以定期组织读书分享

活动，让学生把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推荐给其他同学，如此，

就会带动更多的学生去看书，慢慢的其写作素材就会越来越

丰富。

完善评价机制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为了使学生的作文水平得到有

效提升，教师应完善评价机制，并将其作为重点。 首先，

在评价方式中，教师应注重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的有机

结合，将学生的习作与优秀作文进行对比，并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过程性评价有助于教学与学习的及时改进，教师要有意识

地利用过程性评价和结果发现学生语文学习的特点和问题，

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促进学生反思学习过程、

改进学习方法。”由此可见，过程性评价对学生语文素养提

升的重要性。 因此，在写作教学中，教师不应该只关注学

生某一次的写作水平，而应该将多次的习作综合到一起，对

学生进行全面、准确、科学的评价，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写作

的自信心。 其次，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主体

地位，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评价，以此让学生获得成就感。

传统教学中，小学语文写作评价往往只注重教师评价，在学

生自评和小组互评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导致很多学生在

写作方面没有足够的自信心。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在评价

的主体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能够

积极参与到评价过程中。 最后，在评价过程中要注重激励

学生的写作兴趣，引导学生将作文写好。 例如，在教学

《我爱家乡》这篇习作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回忆自己的家

乡是怎样的，然后以家乡为主题写一篇作文。 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要让学生多观察、多体验、多思考，以此提高其写

作兴趣。 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组织比赛进行评价。 特别

是对中高年级学生而言，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习作比赛，可

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 同时，教师还可以把学生完

成的优秀作文投到一些网络平台上或者参加一些作文竞赛活

动，让更多的人看到学生的成长。

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

学生的生活阅历及阅读能力是写作的基础，只有丰富学

生的生活阅历及提高阅读能力，才能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写

出质量较高的文章。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引导学生多阅

读课外书籍，并鼓励学生将自己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记录

下来。 在此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鼓励和支持，并为学

生提供充足的写作素材。 例如，在教学《记一次有趣的活

动》这篇习作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有趣

活动，并记录下来。 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文章

进行构思。 例如，可以让学生回忆自己参加过的春游活

动，并对春游活动进行详细记录。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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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对春游活动进行描述，如春游时去了哪里和什么人

一起去、玩了哪些项目、游玩过程中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等。

教师应引导学生将写文章与春游活动相结合，并要求学生在

作文中表达出自己对春游的喜爱之情。 此外，教师还可以

让学生将自己所经历过的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通过此方式

可以培养学生积累写作素材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

革的深入推进，很多学校或教师开始改变以往的传统教学方

式，如在习作教学活动中，带学生走出教室，观察校园里的

花花草草，然后再让学生开始写作。 因为有了“经历”，学

生才能将作文写得真情实感。 因此，作为教师，在实际教

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在家长的陪伴下，利用双休或节假日，

多到外面去转转、去看看。 比如，到田野里辨认一下麦苗

和蒜苗的区别；到果园里，亲眼看看果树从发芽、开花再到

结果、成熟的变化规律等。 又或者是与邻家小伙伴捉捉

鱼、爬爬山等，亲身体会一下儿时的真正欢乐。 只有如

此，才能不断丰富写作素材。

合理布置作文题目

作文题目是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可以

明确学生作文写作的中心内容，还可以让学生根据题目进行

写作。 因此，为提高小学生的作文水平，教师应合理布置

作文题目。 首先，教师在布置作文题目时，应结合学生的

实际生活和兴趣爱好来确定题目，例如，《我最喜欢的小动

物》《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等。 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鼓励学

生对作文题目进行大胆创新，如可以先写内容再定题目，或

者是要突出人物的哪些特点，然后以此来定好题目等。 其

次，在确定题目时应注重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避免过难或

者过易的题目。 小学生由于写作水平还不是太高，因此大

多情况下都是命题作文，因此，教师在给定题目的时候不能

太难。 太难学生就不知道从何下手，有时候还会出现背题

的现象。 最后，在确定作文题目后，教师应指导学生观察

题目中的关键词，并分析其含义和写作意义，引导学生在观

察后展开想象。 如在教学《我的妈妈》这篇习作时，先让

学生说说打算从哪些方面来描述自己的妈妈，如妈妈的外貌

特征、我和妈妈之间发生的让人最难忘的一件事，或是妈妈

某方面的优秀品质等。 有了构思，再让学生开始写作文，

那写出来的作文就会逻辑清晰，中心突出。

总之，小学语文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明确作文

教学的重要性，并针对当前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和探究，结合相关教学案例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此外，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合理选择教学材料和时机，丰富作

文训练形式，并将读写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还应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来

开展作文训练活动。 如 此，才 能 不 断 提 高 学 生 的 写 作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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