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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素质教育的倡导下，语文学科中的作文教学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更应注重写作能力的培养。强化

语文拓展写作思路有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进而养成善于观察、大胆想象的良好习惯，提升写作水平。本文将对小学高年级作文教学的

现状和不足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希望对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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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作文在教学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

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的一种良好方式，可体现出学生的综合素质。但传

统语文课堂存在内容局限、方式死板、生活脱节、缺乏教师引导等问题，

不利于语文写作综合素质的提升。语文的知识内容源于生活，体现于学

习写作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好语文这一把钥匙，开启学习的大门。小学

语文教师以学生为本，积极创新教学模式，探究有效的策略提高学生的

写作水平是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小学高年级作文教学的现状和不足 

1.1 教学内容局限于课本 

在传统的上课学习中，教师主要是根据教材来备课，对于课外的内

容补充又是少之又少。这样的课程就严重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和想象力，

切断了孩子本该有的想象力，从而使得学生在写作文时踌躇满面。只有

书本零散知识的传授，使得学生写作时没有成体系的思路，更不会有效

合理的运用所学到的内容，进而导致写不出好文章。此外，在网络化的

社会下，教师没有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作文教学，不利于学生发散思

维的发展。总而言之，教学不仅仅是教课本上的知识,借助技术引入课本

以外的内容，对于小学语文写作能力的提高同样重要。 

1.2 写作缺乏及时的指导 

小学高年级学生虽然在作文写作能力上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

其年龄认知水平的限制，还需要教师的引导。在面对一个题目时对于其

的理解和接受的能力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还不能从感知的多方面对事

物，而教学时教师恰恰这种思维锻炼。一般的作文要求具有硬性要求的

只有文章字数，对于内容的条理性、事物的描述清晰则没有确切规范，

这也导致了学生的习惯问题。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

行及时的纠正，防止形成不良审题、写作习惯进而影响作文成品的质量。 

2 小学高年级作文教学策略 

2.1 激发写作兴趣 

兴趣是 好的老师，在其激励之下，学生会从被动的写作转变为主

动的乐于写作，从而培养成良好的习惯。教师需结合基础阶段学生的特

点，利用其生活背景中常见的事件现象，激发好奇心，充分调动写作的

积极性。此外，在拓展写作思路的过程中，应注意要以学生为中心，选

择有趣且贴近生活的习作内容去引导，充分激发兴趣。如在习作《剪纸》

时，教师可播放一段与剪纸内容相关的视频材料，从而达到引发好奇心

的作用。再引导对学生进一步拓展思考，观察一张剪纸，里面有哪些人

物、事物，是如何剪裁，它的功能用途，进而形成自己的文章思路。这

种创造一个习作情境，去激发兴趣，使其快速形成自己的文章思路，抓

住题目的中心思想，进一步调动感官丰富写作内容。 

2.2 注重写作生活化 

“生活即教育”，生活中处处存在语文，语文课文就是生活的真实写

照。将学生至于生活中，再对其进行教育，可实现对习作题目的更深层

次感悟，有利于构建真情实感的优质文章。教师需了解学生的生活背景，

进而对课程内容进行精妙的加工和构思，从而将习作与现实建立交互的

桥梁，促进题目的理解。如在《麻雀》一课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鸟类就

是麻雀了，学生可提前表达自己印象中的麻雀外貌和行为进行书写描述。

通过课前的观察和描述，以及课上教学内容的引导，进而发现差距，在

对比中提升写作和观察生活的能力。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连

接，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生活、观察生活、主动学习的积极心态和语

文文化素养。 

2.3 教学改革及时引导 

在新课程改革要求的素质教育下，提高语文习作素养占据着重要地

位，因此要积极改革，创造高效课堂。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有效的将课

程内容与课外阅读相结合，采用一定的教学手段，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

良好写作习惯。此外良好的氛围对于写作能力培养也是具有推动作用的，

保证每天的日记习惯，可在班级内创造出一种浓重的学习氛围。如在学

完一节课后，都进行相关的课后拓展习作，可在提升学生想象力的同时，

培养言语表达的技巧，进而提高文章质量。如在学习《草船借箭》，课后

可布置一些文章人物后续编写的任务，使学生进一步拓展想象思维，丰

富课程内容，为培养写作能力。对于习作题目的充分理解和指导不仅可

增强教学的效果，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形成正确的审题和思维习惯，

提高语文写作素养。  

3 结语 

传统小学语文的教学现状主要存在课程内容、形式等的单一乏味，

以及教师对习作题目引导不足不合理的现象问题。所以这就要求教师要

从学生的知识、生活背景出发，合理利用先进的信息手段激发兴趣，发

挥其优势，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但在改革创新的路上，还需要语文教师

不断提升自身素养，积极探索适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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