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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部分，拥有优秀的写作能力可以让学生的叙述更加有条理，抒情更加自然，论点更加充足，而个

性化写作指导可以帮助学生在作文创新方面更上一层楼。本文旨在通过界定相关核心概念，指出现有问题，阐释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个性化

写作指导的意义来提出方法，帮助一线语文教师更有效地开展个性化写作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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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写作教学相比较其他教学特点而言，主要是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的本质特征，选取感兴趣的角

度进行分析探究。学生是存在差异的个体，他们的思想以及观察事物的

角度都是独特的，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上也有所不同。所以教师应当尊重

学生的个性，引导学生形成特有的写作风格。 

1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课堂作文命名俗套，缺少个性化 

作文命题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环节。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关

键是所出题目”，“作文一定要让学生有话好说，有话要说”。但是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教师更注重的是给出一个常见的题目，比如“我爱我家”

“我的理想是什么”“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等，这些题目拘泥了孩子的

思维，让他们想不到去如何发挥，也就起不到利用作文传达心声的目的。 

1.2 作文训练单一，缺少个性化指导 

许多老师在作文教学中，面对开放的习作内容仍沿袭以往的教学方

法，在作文指导时重形式，轻内容。另外，很多教师习惯性把一些作家

的写作经验直接用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上来，强调学生写作的时候用好的

句子，多用排比，多引用名人名言、名人故事等，而不是积极的开发孩

子们的实际认知能力，让作文写作贴近实际。结果导致学生“举一”有

余，“反三”不足，没有达到提高学生们写作技能、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

的目的。 

1.3 作文写作缺乏思考，内容千篇一律 

小学生因智力水平、生活经验、认识程度、表达能力等方面的限制，

在写作的时候往往觉得很困难。同时为了追求速度，他们常常是堆砌大

量的句子，不注重思考，不愿意进行思想情感的写作，使得文章内容缺

乏灵活性和创新性，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情况。 

2 小学语文个性化作文教学策略 

2.1 发挥个性化指导 

个性化指导方式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关键。针对当前学生接受能

力的不同，要求语文老师提高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度。在教学中要求语文

老师形成自己特有的教学特色，让学生在学习中受到老师的鼓舞，突出

自己的特性。同时老师要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改变传统的固定式教学理

念，创新教学思维，积极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写作，摒弃原有的写作体

裁，让学生大胆创作，充分发挥自身引导作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思维

进行文章创作，保证学生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

的文章，在老师的影响下，学生可以有效提高自身写作水平，激发自身

创作潜能，增强自身综合素养。 

2.2 注意生活化命题 

叶圣陶先生说：“生活如源泉，文章如溪水，泉源丰富而不枯竭，溪

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歇。”积累可以从生活方面下功夫，比如教师要积极

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培养对事物敏锐的感

知力，渐渐养成观察生活的好习惯。除了观察也要积极的参加社会实践，

丰富生活感受。 

例如，写游记为主题的作文时，可以组织学生去春游、去踏青、去

欣赏名胜古迹，不断地增加学生的生活经历，丰富学生的生活感受。这

样做无形中就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增强了学生的生活感悟。当学生把这

些感悟写进作文中去时，作文就显得生动了很多，肯定也就更富有个性

化。 

2.3 训练想象力作文 

一直以来，小学生都对作文有着畏惧甚至是厌烦的心理，写出来的

文章大多是应付了事，甚至很多是废话连篇的拼凑字眼文。因此教师在

作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写真情，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鼓励他们张扬

自己的个性和风采。那么在实际工作从可以从以下来做：少写命题作文，

提倡自主拟题。作文命题要多样化，多出几个题目让学生自己选择，或

者是给一个大范围，让学生拓宽习作的思路，拓展习作内容，给学生自

由发挥的空间。最后要注重个性化指导，对不同个性、不同层次学生不

同内容的习作，给予个别化指导，提高学生自主习作的能力。 

2.4 鼓励人性化评价 

所谓个性化评价，即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评价方法，尊重学生作文

上的差异，鼓励他们进行写作理念的创新，并根据其作文的类型进行不

同风格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利用一个字对整篇文章进行

评价，应该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如果写的是看图作文，只要学

生把图片中所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并且语句通顺，教师就应该对其进

行表扬；而对没有表达清楚的学生，则要针对他们的不足进行特殊指导，

帮助他们改正不足。通过这种灵活的评价方式，能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

培养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有利于其实现个性化发展。 

3 结语 

对小学语文教师来说，小学语文个性化作文教学是一项长期坚持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地转变教学方法，才能与学生自身的发展

特点相适应。小学语文教师要积极地响应国家素质教育的号召，以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学生切实抒发自己的情感，充分展

示他们独特的个性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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