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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小学语文科目来说,作文教学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小学生的语文素养、知识基础和生活经验都可以通过作文能

力体现出来,加强作文教学工作对于提升小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对小学作文教学的有关策略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 

[关键词] 教学策略；语文；小学作文 

 

当前我国许多小学教育机构的作文教学工作并未达到

理想的水平,一些人和教师缺乏对于作文教学工作的重视力

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致使许多小学生缺乏对于

作文写作的兴趣,甚至害怕写作文,作文中存在大量的空话、

套话,作文作品缺乏新意并且内容虚假。根据新课标的有关

要求,新形势下的小学生写作应当将自己见闻、感受真实并

具体地表达出来,语句通顺,有一定的调理,并且做到书写工

整,能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新课标对于小学生作文的要求

也作出了一些调整,比如适当调低了对于作文条理的要求,

不再对“中心思想”有过于强硬的要求,并根据不同年级提

出了不同的规定和要求,作文训练坡度有所放缓,这都为小

学语文教学的策略调整创造了一定的空间。 

1 小学语文作文普遍存在的问题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工作的开展结果一直以来并不理想,

教师没有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学生也缺乏学习兴趣。小学

语文作文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作文成人化,缺乏童心、童趣 

小学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思维能力和观察能力尚未成熟。然而,现阶段许多小学教育

机构长期忽视小学生特有的心理规律和认知规律,往往要求

小学生从成人的角度对校内校外的典型事件进行分析,用成

人的语言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表述,这是造成小学作文成人化

的主要原因之一。类似“秋季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果实累累

的季节,我们正在共同探讨,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和实际

行动向老师和家长汇报”这样的行文风格完全失去了小学生

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完全看不到新课标所要求的创新精神和

创造能力。 

1.2 教师缺乏读者意识 

文章本质上是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载体与桥梁,而对

于小学生来说,作文的读者就只有任课教师,而教师在阅读

学生作文作品的时候,又单纯地表现为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

没有想到要与学生进行平等地交流,甚至单纯以自己的价值

取向和阅读观念来评判作文质量。学生在习作过程中,往往

也深谙任课教师的判断倾向,为了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

纯粹采用敷衍的心态,老师想看什么就写什么,完全放弃了

自己独到的观念和看法,纯粹是为了拿高分。由此可知,任课

教师在丧失读者意识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失去了“读者”的

实质内涵,学生们的写作也就成为了一种敷衍和应付,这对

于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是极其不利的。 

1.3 教学形式枯燥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任课教师往往是将作文技巧和

作文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在选材、立意和你等方面提

供了许多指导,对于逻辑与语法的应用提出了标准化的要求,

十分重视文章的过渡、结构、材料安排和中心思想等方面的

要求,但却不重视学生自身所希望表达的内容,这种无视写

作主体主观感受的做法完全泯灭了学生对于作文的学习兴

趣,致使学生在无话可说的情况下又不得不说,严重阻碍了

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 

2 小学作文教学的优化策略 

新形势下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工作,要求任课教师对以

往在教学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总结与分析,吸取

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对小学作文教学的实施路径进行优化与

改良,不断提升作文教学品质。 

2.1 优化教学观念 

2.1.1 以“求诚”为核心 

朱自清先生认为“作文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

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作文本

来应当让作者充分表达个性心理、个人意识与个人情感,作

为任课教师,绝不可“成人之心去度儿童之腹”。小学生的作

文首先要要求真实,只有在内容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表现真诚

的态度,只有积极“求诚”才能够提升作文作品的人文水平。

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生活实际,

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鼓励并支持学生写实情、说真话。 

2.1.2 将作文与生活融为一体 

叶圣陶先生认为“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

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小学生的作文教学工作应当

变封闭为开放,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将生活与作文融为一

体。新形势下的作文教学工作,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用词造句,

连句成段,连段成篇的能力,同时也要提升学生分析事物、观

察事物的能力。 首要的要求在于学生在作文过程中要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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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内容,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来获取行文素材,观察能力,决

定表达能力,有心观察即有话可说,有话可说即有培养说话

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终实现小学生作文作品的“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2.1.3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然而,

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由于受制于应试教育的局限,许多任

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单纯强调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对于人才

的要求,长期忽视学生创造性、能动性和选择性等主体品质

的培养。而新形势下的小学作文教学工作,应当更加尊重学

生的主体性,对小学生的独立价值给予更高的关注,改变小

学作文成人化的状况。因此,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任课教师应

当深入体验学生的感情,持热忱信赖的态度,尊重学生的个

性,重视个体经验,充分发挥小学生的潜能,真是小学生独有

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支持小学生表达真实情感。 

2.2 优化教学方法 

2.2.1 指导学生主动观察 

由于小学生的观察能力相对较弱,人生阅历较少,他们

很难从事物与事件中提取出美的属性,需要通过任何教师在

作文教学工作中加强指导,多带领学生观察这个社会上的各

种现象,不能够继续采用“面壁苦读”的教学方法。有机会

的情况下可以带学生们走出教室,让学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

世界的意蕴,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美,使学生们的思想得以

舒展。除了观察社会、观察自然之外,任课教师还应当指导

学生通过生活实践来表现自己,多参加社会劳动或家务劳动,

进而积累更多的见解与看法。这些通过实践所获取的经验能

够成为小学生日常写作中的素材,进而使作文内容更加丰

富、更有说服力。 

2.2.2 指导学生发挥联想力 

指导学生发挥联想力要求任课教师从实际经验的角度

出发将学生们的思维提升至人文主义的高度,将万事万物与

人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这样所创作出来的作文

作品才能够使我只感受到温暖与希望。比如,任课教师捡起

一只树枝,可以直接问学生看到这根树枝有什么感受。有的

学生可能认为“它什么用都没有,应该扔掉……”但任课教

师可以单纯地从“为人所用”的角度出发,结合人的需求,

来分析这根树枝的价值。比如可以将这根树枝削成筷子,用

它来吃饭；或多拾几根这样的树枝,用它搭建一个鸟巢,作为

小鸟的家；或将没有用的树枝收集起来,小朋友们可以在星

空下围坐在一起,点起篝火唱歌跳舞。这些想法都是从人文

主义出发为物质赋予价值的主要思路。这就需要通过学生的

联想力,将万事万物与人的思维与活动联系起来,为无生命

的事物赋予生机与活力,才能够使作文内容显得更加生动、

有趣。 

2.3 改革作文评语的形式 

任课教师在对学生作文作品批注评语的过程也就是与

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对于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因此,任课教师应当在评语中尽量表达对于学生

作品的肯定和表扬,加强对于学生心理感受的重视力度。即

使是在作品存在不足的情况下,也应当以相对委婉的语气给

予指正,使学生在接受指正的同时不至于打消自己的写作信

心。另外,任课教师也可以建立学生之间的“互评”机制,

让学生相互交换作文作品,相互阅读并进行品评,这样可以

达到互相参考、互相对照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在共同学习的

过程中实现共同进步。 

3 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新课改

对于小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新形势下

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工作应当加强对于小学生自主观察能

力与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升学生们的

写作兴趣,提升小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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