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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化元素要求学生观察和描绘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这培养了学生的观察力和细致性。他们

需要注意到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和情感波动，这种细致的观察对于写作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在写作过

程中，学生通过描述生活化的元素，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还能通过反思增进对生活的理解。

这种情感体验和反思能够促进学生的心智成长和情感发展。文章将重点探讨在小学高年级的习作教育

中，将生活元素融入其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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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element requires students to observe and describe the details of their daily life， which 

cultivates students' observation and carefulness. The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tle changes and emotional 

fluctuations in their lives， and this careful observation is crucial to improve their writing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students not only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by describing the elements of life， but als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life through reflection. Thi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can promote 

students' mental growth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life 

elements into exercise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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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活化元素融入小学高年级习作教学，是一种能够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升写作技能的有效策略。引入生活化元素可以

让学生在写作中体验到真实生活中的场景和情境。比如，让学

生描述自己的家庭生活、学校活动、假期经历等，这些主题更

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激发他们编写更加生动、具体的

作文。生活化元素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经历和兴趣进行选择，

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话题。这种个性化的

写作内容能够大大提升学生参与和投入的积极性。 

二、在小学高年级的作文教育中，融入生活元素的

研究价值 

生活化元素可以引导学生尝试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写作，如

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等。通过多样化的写作实践，学生能

够培养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表达思想的技巧。 

1.促进学生们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在中学阶段的写作教育里加入生活化的因素可以确保学

生的全方位的健康成长与提高，使他们切实学到了写作技巧及

原理，增强了他们的领悟力和感情抒发的能力。对于中小学生

来说，思维和言语表达尚未完全成熟，很难适应大多数教师的

教育策略和手段，无法正确精确地把握和吸收，因此教师需要

更深入地融合生活化的要素，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优化写

作训练和实践，持续从日常生活中累积写作经历，让学生深切

体验到生活中的美满和平静，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和人文素

质。 

2.这对于推动写作课程的革新和进步大有裨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学高年级的作文教育逐渐适应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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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教师和学校更注重学生的写作技能，并致力于提高他

们的自主表达和整体素质。他们强调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和逻辑

思考力，以实现全方位且多样化的成长。在教授写作的过程中，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调整教学方法，让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更多地接触到身边的变化，并在实践中体验生活的乐趣。

这样能使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会如何写出有意义的文章。同

时，我们需要确保文章的内容和生活息息相关，以便于学生更

容易掌握这些技巧。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素材，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去练习写作，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成果。 

3.有利于学生们自身的习作能力提升 

对于小学生的教育来说，作文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然而现

在很多孩子都表现出厌恶的态度来对待它。他们认为自己的全

面发展与文化和品德的教育被忽视了，这导致他们的创作能力

和创新思维受到限制——缺乏创意或无话可说的情况很普遍，

有些同学会直接引用教材中的内容以激发其文思泉涌的感觉。

为了让孩子们能更有效地利用生活经验并从中汲取更多材料

用于文章撰述，我们需要鼓励他们在生活中发现细节并将它们

融入文字表达之中去锻炼及展现他们的想像力跟创造力，从而

启发孩子的独立思想意识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也增强他们的

文章写作技能与水平。 

三、在小学高年级的习作教学中融入生活元素的策

略 

生活化元素并不局限于描述真实经历，也可以通过引导学

生想象和创造，让他们在虚拟的情境中发挥想象力。这种综合

运用实际经历和想象力的写作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在小学高年级的作文教育中，融入生活元素的研究价

值。 

1.建立生活化的教学环境，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 

在新的教育标准下，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融入

生活元素，创造一个生活化情景，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

学生写作兴趣和积极性。教师们要运用生活案例，激发学生的

思维想象和创造能力，使写作课堂更具生动性，激发学生学习

欲望。同时，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水平，教师要导入恰当的教学

内容和技巧，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写作方法。学习情境和环境要

与学生的知识内容和水平相匹配，让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参与写

作，培养他们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校园环境是学生接触

多的地方，可帮助他们寻找写作素材，提高思维创造力，保证

写作过程中不会遇到困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

生利用自然环境和季节变化作为习作的主题，帮助学生通过观

察和感受自然界的变化，进行情感表达和描述练习。如，学生

可以选择写一篇关于春天、夏天、秋天或冬天的体验，或者关

于某个季节里自然景观的描写。教师可以组织户外活动、使用

视觉和感官刺激，帮助学生捕捉自然美景和情感体验。将所见

所闻融入作文中，可以表达学生们心中真实的感受，感悟周围

事物，加入更多日常元素来充实作文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素

质和修养，实现预期的学习效果。 

2.将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融入课堂激发学生对写作的热情 

在小学生的写作教育阶段，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生活元

素，持续改进我们的教导方式与目标，以激发他们对于生活的

理解及掌握其学习策略的能力。这样一来，孩子们就能独立地

运用他们的想像力、创新思维来完成作文创作，进而推动他们

在各个方面的成长和进步。这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和

效果。教师应调整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方案，适应当前的写作教

育的趋势，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供孩子学习，以此增强孩

子的自我表达能力和言语交流能力。同时，教师也需定期更新

自己关于教学的观点，并实施有关生活元素的教育活动，确保

能充分调动起孩子的感情和认知。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去体验

日常生活，从其中汲取灵感，使之更自然地融入到写作之中，

推进高中生写作中的生活元素的发展和进步。此外，教师还需

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手段，吸引学生对写作课程

产生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注重培养他们的写作技巧和才能。

很多写作题目的设计都紧密结合着日常生活，因此它能让学生

更容易地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教师们在教育活动中，采用日

常生活的教导方式与技巧，并结合现实中的实例来增加学生的

经历和生活体验，引导他们明确学习目标，使得他们的作文更

具深度、多样性和充实感，让学生能够自由自在的选择主题，

有效利用平日里收集到的资料，创作出更有趣且真实的作品，

这样一来，学生会逐渐适应使用日常生活元素进行写作的习

惯，进而提高其写作能力和整体素质。比如，在小学校园内实

施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教育活动时。例如：引导学生通过参与

社会活动或文化体验，如参观博物馆、参加社区义工活动、或

者参与节庆庆典，获取写作的灵感和素材。学生可以选择写一

篇关于自己参与社会活动或文化体验的体验记叙文，或者对某

个社会现象或文化事件进行分析和评论。教师可以通过实地考

察、讲解背景知识、或者开展小组讨论，激发学生对社会和文

化事件的思考和表达。帮助学生通过社会活动和文化体验，拓

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和文化素养。通过写作实践，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提升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文化理解

能力。这种方法能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并增强他们的自主参与

度，他们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从而全面

展示其个人素质与文化修养，进而提高他们的作文水平及效

率。同时也能确保他们在表达真情实感时不会受到影响。这有

助于他们更熟练地运用写作技巧和方式，使文章描绘得更为生

动的画面，并且能让角色塑造得更有深度，让日常生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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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渗透到写作的学习过程中。 

3.将生活元素整合进来增强学生们的参与度 

在新课改环境中，写作教育应紧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中相

连结并得到教师的支持及激励。通过深入理解他们的个人习惯

和生活方式来设计作文题目是必要的步骤之一；这能激起他们

的学习热忱并且有效运用他们在平时所累积的信息资源以创作

出更具生命力和多样性的作品内容。由于其丰富的求知欲、创

意思维等特点使得孩子们具备了很强的创新潜力，因此我们需

要充分发挥这种潜质并在实践中学会如何去写文章从而培养孩

子良好的表达技巧及其对于文学艺术的热诚态度。此外，为了

增强孩子的阅读体验感，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畅谈自己的观点

并对之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此提升自己文笔的能力进而达到全面

发展自我语言文化的境界。比如：当我们在教授课文时可以适

当加入一些贴近生活的主题或话题这样既能让同学们感受到学

习的乐趣又能锻炼他（她）们的口头表述能力的。如，《二十

年后的家乡》这样的习作教学内容，通过让学生想象未来工作

和生活环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培养其写

作表达能力。教学时，是这样安排的。启发话题：教师以家乡

为背景，让学生想象并描述自己二十年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这可以通过问题引导或者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如“你二十年

后会做什么工作？你的家乡会有哪些变化？”激发兴趣：教师

引导学生思考未来科技、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让他们探索未来可能的新技术、新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变

化。学生可以先写下关于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和感想，可以是自

己的职业、生活环境、家乡的发展等方面的想法。教师可以提

供一些参考资料，如未来科技发展、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信息，

帮助学生构建更加具体和现实的未来场景。完成后，同学们的

互动学习分享不仅展示了他们无尽的创意，也体现了他们在生

活化的环境中对作文训练的学习能力。通过运用教师教授的作

文技能，他们能更有效地激发自己的创作与想像力，从而确保

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学到更多的技巧和方法。这有助于他们更好

地应对作文教学的要求，并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和自主参与度，

使他们能在愉快的日常生活中享受作文学习的过程。这种方式

能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自己对故土的热爱及思念之情。 

4.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融合生活元素教学 

小学高年级学生可以通过国际交流和在线资源，获取来自

世界各地的生活化元素作为写作素材。这有助于拓展他们的文

化视野和全球意识，提升跨文化理解和写作创造力。未来可以

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的写作项目，例如结合科学、社会学和艺术

的元素进行写作创作。例如，学生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或社会调

查获取素材，然后以文学或历史形式进行表达。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的兴趣和学习需求，设计个性化的写作任务。例如，让学

生选择他们 喜欢的话题或事件进行写作，提升他们在写作过

程中的投入和自主性。项目驱动学习可以将生活化元素融入更

大的学习项目中，例如通过社区服务项目或环境保护活动来激

发学生的写作动机和情感投入。未来的教学可以更加强调情感

智能的培养，通过生活化元素的写作实践，帮助学生表达和理

解自己的情感体验，增强情感沟通和社交技能。生活化写作可

以鼓励学生思考社会问题和个人责任，例如通过环境保护、公

益活动或社区服务项目的写作实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公民意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将生活化元素融入小学高年级的习作教学，是

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他们的写作

技能和情感表达能力。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教学资源的丰

富，可以预见以下进展：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历史

事件或者文学作品的场景中，亲身体验并进行写作创作。增强

现实技术可以让学生在实际场景中获取写作素材，比如考察周

边社区或自然环境。学生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多媒体写作

创作，比如制作数字故事书、视频日志或者在线博客。这些工

具不仅能够增强写作的多样性，还能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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