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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文无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哪个阶段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教师的重点教学内容，是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素养的 好体现，在小

学语文阶段也是如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教授学生写作技巧，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利用多媒体教学，为学

生写作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让学生乐于写作，增加学生对写作的自信心，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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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的学生都还处于幼年发育期，其对于学习重要性的认知还

是很片面的，其面对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必然会嗤之以鼻，因此

教师就需要根据现阶段学生的特性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调整。 

1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现状 

小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限，在情感方面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在写作学

习中，很难够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从而在写作过程中，往往表现为“记

流水账”的形式，完成写作作业的时候也是应付的状态，对写作的兴趣

不高。种种问题的叠加，导致学生写出来的作文质量差，写作教学效率

低。尤其是在新的教育理念推行下，小学写作教学，也有了一些变化——
要求的作文字数增加，写作难度上升。这对于小学生来说，写作的压力

更大，也影响了他们写作的心态和状态。再加上小学生缺乏生活经验，

没有开阔的视野，平时积累较少，写作过程中，往往缺乏足够的素材。

例如，布置一个和人物描写相关的作文，大多数学生都选择描写自己的

父母，并且有些千篇一律，缺乏创新点和闪光点。 

2 提升学生的写作兴趣 

每到写作教学和布置写作作业的时候，小学生普遍表现出抗拒。在

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学习写作，自然效率不高。兴趣是学生开展积极学习

的重要动力。因此，语文教师首先需要提升学生的写作兴趣。根据学生

的年龄、心理特征、生活经验和接受能力，在作文选题上选择尽量靠近

他们实际生活的，他们喜爱和愿意表达的题目。这类题目会让学生产生

趣味感和星期，从而有话可说。除此之外，在兴趣的驱动下，学生也能

够有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将自己想说的自由表达出来。由此可见，教师

需要尊重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带着兴趣开展写作和产生灵感。 

例如，教师可以布置“图书角”，激励学生在图书角放入自己喜歡的

书籍。在图书角里，学生一起阅读，并开分享会，共同交流读书心得。

教师还可以将优秀的作文，张贴在“图书角”，让大家一起学习和借鉴。

这也能够促进学生的自信，让他们体会学习的成就感，从而更加积极的

参与到写作中。再者，教师可以在课堂开始的几分钟，抽取几名同学分

享 近读到的优秀书籍，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写作能力，还有利于培养

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他们积极思考。 

3 引导学生在写作中表达真情实感 

小学写作的重要因素是真情实感。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程序的，写出

自己想要表达的画。作文的源头来自于生活，因此学生的写作大多取材

于生活。换句话说，作文是学生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因此，教师需要培

养学生良好的习惯，让他们学会留心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生活中发现和

总结写作素材。 

对于小学生来说，生活中的“真、善和美”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写作

素材。学生应该用自己的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然后让这些美好的

内容通过笔尖表达出来。真情实感才是 令人感动的，也是是写作的灵

魂所在。此外，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情感进行整理，采用恰当的

语言，并搭配一定的修辞手法，将真情实感流露在作文中。这不仅有利

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还能够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升华思想感情，

促进健全人格的塑造。 

4 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 

作文离不开写作素材的支撑，有了素材能够帮助学生规避“无话可

说”的状况。即使有许多写作技巧，缺乏写作素材，学生也无法写出高

质量的作文。写作是一门语言艺术，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生活中的所

见所想，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小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网，善于

发现生活中解小的事物。因此教师需要有效利用学生这一特点，让他们

加强对身边事物的观察，并习惯将这些所见所想继续记录下来，自己建

立一个“素材资料库”。 

5 通过课外阅读拓宽视野 

小学生的年龄较小，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对于生活中的现象没有

充分思考。教师可以让学生加强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写作灵感和

启发。除了阅读课内教材之外，阅读课外内容也十分重要。课外阅读能

够帮助学生丰富积累，启发他们思考。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适合他

们阅读的优秀文学作品，为写作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教师需要让学生在进行课外阅读的时候，把所遇到

的精彩的句子和词语摘抄下来。比如一些优美的景色描写、诗句、名言警

句等等。或者向他们布置任务，对一些优秀的段落进行仿写、背诵或者适

当评论。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对所阅读的文章进行总结和概括。

包括对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从而提升他们的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除此之

外，教师可以布置一些改变和续写的写作任务。对于一些情节性涩的文章，

引导学生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并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改写和续写。让学

生准备一个读书笔记，将自己课外阅读的体会和感想记录下来。 

从而通过课外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视野。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拓宽知

识面，还有利于他们深化自己的文章层次和内容。 

6 结束语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犹如一把吉他，当你触动它的琴弦时，总会发出

悦耳的声音。希望小学语文教师都能够深谙“乐理”，投入真情实感。及

时分析和反思语文写作教学中的问题，积极探索写作教学策略，让学生

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学中提升写作能力，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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