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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学生的写作水平以及表达能力会对以后的作文写作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写作能够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写作不仅能够考

查学生将自己的思想转化成为文字的水平，还能够体现其阅读能力以及逻辑思路。然而现阶段的小学生的写作情况并不乐观，小学生的写作存在

套路化、语言淡薄、思想浅薄的问题，缺乏个性化。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重视提升学生的个性化写作能力，激发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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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远发展和进步，在新时代

写作教学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然而许多小学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写作

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学生的写作水平偏低，个性化不够，这些问

题一直困扰着教师和学生。如何让学生从“不会写”到“下笔如有神”，

从“怕写作文”到“爱写作文”，需要每一位小学语文教师付出努力。 

1 目前我国小学写作教学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 

1.1 以往的教育理念影响较为深远，无法适应全新的教学理念 

虽然我国素质教育改革已经实行了 20 多年，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长远

的进步，然而有些学校以及教师还是受以往应试教育的影响较为深远，

小学写作教学是打基础的关键阶段，因此改革无法实际执行，也受不到

应有的重视。许多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中只关注结果展示，学生的创作

过程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学生的主体地位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 

1.2 写作教学方法较为单调，教学内容也枯燥无味 

我国近些年经济水平日益提升，信息化的教育教学工具逐渐应用到

实际教学中。然而有的语文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没有将这些先进的能

够吸引学生兴趣的教学工具充分利用起来，还是用简单的语言去讲授写

作技巧。教学内容也是枯燥无味，教师无法将教材中的知识进行深入的

发掘和拓展。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枯燥的教学内容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说单

调无趣，因此对写作教学提不起兴趣，教学效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 

2 小学语文作文如何实现个性化教学 

2.1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进行个性化写作练习 

以往的写作教学，教师都是布置给学生一篇写作练习让学生课下完

成，出现的问题就是学生会敷衍了事，随便一写应付差事，个性化写作

能力也无法提升。阅读是学生写作文最重要的素材，对于提升学生的个

性化写作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要在阅读教学时指导学生高效

的进行学习，依据学生的实际写作水平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不同的书籍，

在阅读后要写读书笔记，也可以将文中好的句子记下来；也可以让学生

在遇到趣事或者看到美丽的景物时写出自己的感想，从而逐渐的建立起

良好的写作习惯，有了这些素材的积累，学生在下笔时就不会脑中无一

物，个性化写作水平也就可以提升。例如，《慈母情深》一文在学习完毕

以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课下时间搜集和积累一些关于父母亲情的优秀

文章，从而积累个性化的写作素材。此外，教师要关注学生之间的交流，

将积累的素材与大家进行分享，实现资源共享，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

养学生的个性化写作能力。 

2.2 教师要注重写作前的日常积累 

要提升小学生的个性化写作能力，教师必须要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因此教师要注重学生的词语和语句积累，在日常的字、词以及句教学时，

要认真指导，要能够抛砖引玉，能够让学生可以透彻理解和灵活运用。

要注重积累写作素材，要让学生将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所见、所想、所

闻、所感写在日记里，从而为以后的个性化写作积累需要的素材。例如

在学习《写读后感》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个性化写作，写一篇最

近阅读的文章的读后感，不拘泥于什么题材，只需要写出自己的真实感

受即可。经过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就会充满自己的真情实感，变得有血

有肉，那么学生的个性化写作能力也就会得到提升。 

2.3 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积极的参与生活实践，细心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从生活中寻找个性化的创作灵感。真情实意能够激发学生的写作热

情，也能够提升学生的个性化写作水平。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仔

细的阅读一些经典文章，帮助学生树立自己的感受，然后再根据实际生

活进行作文创作，这样学生就可以写出独特的个性化的文章。例如在学

习《家乡的习俗》这一写作主题时，教师首先可以先让学生思考怎样向

他人介绍自己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习俗，然后小组讨论，积极营造学习气

氛，然后让学生初步了解描写某一事物的写作方法。最后的时候，教师

可以邀请学生向大家讲述自己想要描写的习俗，如春节、端午等等，然

后与小组成员讨论描写的顺序是怎样的，想要表达自己怎样的情感等，

从而让学生参与生活、观察生活，提升个性化的写作能力。 

2.4 引导学生模仿文章的写作手法进行个性化写作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根据教材中的内容，提升学生的阅读热情，

引导学生在文章中选取优美的语句和词汇，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技巧。

此外，教师也要引导学生根据作者的写作手法和技巧进行仿写，从而提

升学生的个性化写作水平。例如在学习《大自然的声音》时，教师可以

让学生大声朗读整篇课文，然后找到文中写作手法，如比喻和拟人等，

在学生基本上了解文章的内容之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文章的情感表

达，从而找到文章的写作主线。文中描述风和水的声音时采用的是拟人的

手法，从而抒发作者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这篇文章为例，

模仿作者的写作手法进行写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但可以领略到大自

然的神奇，还能够有效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从而进行个性化写作。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写作思维是

非常有必要的，教师应当在实践教学中要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及时调整

教学进度，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写作思维。此外，教师也要不断的学习先

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补充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升自身的教育

能力，有效解答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困惑，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个性

化写作思维，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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