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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是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的重要阶段，但是现在对于作文的教学存在一定的困难，老师应该结合实际生活，让学生在体验中写作，

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生写作所面临的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措施去优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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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阶段去培养孩子的文学天赋很重要，让孩子对语文、对作文

感兴趣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孩子在这个

时候就对作文方面提不起兴趣，那在他以后的文学培养方面，将可能形

成阻碍，并且在这个阶段的我国大部分的孩子对于作文还是没有自己的

想法，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作文书等，缺乏实际的体验和感悟，这个培养

方式就需要老师和家长去关注。 

1 写作现状 

1.1 与实际脱节 

现在在审阅学生写的作文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东西脱离了实际，

例如学生写《我的父母》，很明显作文中描写的父母都是从作文书上摘抄

下来的内容，并没有契合自己的实际家庭情况，有的同学甚至回去编写

一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这就会使教学陷入了瓶颈，如果让学生

去写《我的家乡》，学生们写的五花八门，甚至写到了不属于家乡的一些

风景，描绘出来的内容很明显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如天安门等，而这

并不是老师们的本意。 

1.2 写作材料匮乏 

学生讨厌作文课，对于写作内容，他们根本没有题材去描述，例如

当老师给出作文题目《我家乡的风景》，他们的脑海里面根本就没有素材，

都不知道如何去下笔，并且看到同学们所写的内容，前后内容差不多一

致，重复、繁琐的使用同样的话，从作文书上摘抄的同一件事情，都是

在应付和凑字数，都是词不达意，前后接不上，这样的作文根本达不到

写作的目的，也让学生提不起兴趣。 

2 体验式教学展开方法 

体验是人生活中必须经历的一种方式，人们经过体验去感知外界，

才会去了解、感受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物，因此体验式教学对于学生来

说，是收集写作题材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学生通过体验式教学，可以去

体会、去学习不同的事情，观察不同的事物和景色，这样丰富了他们的

经历，自己去发现中学习。 

2.1 举办校园活动 

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和写作中，素材的匮乏、和实际生活的脱离让他

们觉得学习是非常的枯燥无味的，因此学校可以举办不同的活动，例如

在节假日带领孩子去参观本地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让学生提前

去搜集好素材，进行现场的讲解，引导学生去学习、观察景点的特点，

历史意义，让他们在活动中积累了素材，经过活动的体验，回去根据自

己所看、所想来写出一篇《我的家乡》，这就让学生实践与教学相结合，

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积累了素材，也让学生对作文课不再无话可

说，毫无兴趣。 

老师也可以在学校举办“我的校园”参观活动，在春天、夏天、秋

天、冬天的时候，分别举办不同季节主题的校园参观活动，由各个班级

的老师带头，让老师逐步引导，例如在春天的时候，让学生看看校园的

春天的特点，在冬天的时候，带学生看看皑皑白雪，让学生自己描述校

园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景色，每个人告诉老师他们的感想，这样可以让

学生对风景进行剖析，让学生将生活和写作联系在了一起，类似于这样

的活动学校可以经常举办，让学生贴近生活，在生活中学习，用生活来

写作。 

2.2 读书分享 

在教室中可以设置“读书角”，学生可以将自己最喜欢的典籍放在这

里和同学们分享，老师也可以去购买一些有意义的典籍供学生阅读，班

级可以隔段时间进行一场“读书交流会”，让每个学生去分享自己最近所

阅读的最有意思的典籍，让读书的内容渗透到写作当中，例如学生最喜

欢的课外书《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学生们就很喜欢这本书的故事描写，

用有趣的方式描写了父母的角色；例如《爱丽丝漫游仙境》就开阔了孩

子们的思维，让学生随着爱丽丝去冒险等。学生也可以通过读一些关于

旅游、地理的一些书，去了解不同地方的民族文化、地域差异等，了解

中国各个民族的习俗，例如苗族的载歌载舞、北京的历史韵味、西藏的

神圣等等，这样会开阔他们的眼界，如果让他们写以后最想去的地方，

他们会有一定的憧憬，也会对这些地方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写作的时

候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学生们经过读书会的分享，可以了解别人的想法，

互相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也可以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 

2.3 课堂引导 

学生的生活经历并不是没有，只是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无法和自己的

生活联系起来，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特别容易脑子一片空白，并且也不

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就需要老师在写作的开头去引导学

生，让他们有一些思绪，加强他们对生活中发生的事物的印象和感受，

例如在写作文《我的妈妈》的时候，就先给学生说，今天回去观察一下

家里母亲在干什么，给你们烹饪了什么美食，今天有没有看到妈妈工作

累不累，妈妈做饭辛不辛苦，妈妈做过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等

等方面，引导学生去想起一些事情，这样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就不会胡编

乱造，无从下手。当学生写作文《我的理想》的时候，老师可以让学生

站起来分享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理想，为了理想，你可

以去做哪些努力等等，这样一步步引导，增加学生的写作素材。 

3 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学生体验式课程的重要性，也提供了一些方式，学校和

老师一定要重视起来，去开发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找到能够提高学生兴

趣的资源，同时要换位思考，感受学生在这个年纪的想法，能够站在他

们的视野去让他们深入到生活中，参加活动，来提高学生写作的兴趣和

热情，让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奠定好文学基础，增加他们对语文学习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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