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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生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纪，因年龄的限制，

他们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不愿意静下心来读书和积累

写作素材。所以小学生写作时经常面临没有话题可以写下去

的问题，只能一味地东拼西凑。文章针对现在小学语文教学情

况，对如何促进小学生语文教学素材积累提出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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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小学生写作方面的语文教学时， 教师通常会叫小

学生平时注重素材的积累。写作文要想有话可说，离不开平时

素材的积累。 这就要求小学教师多关注小学生对素材的日常

积累，告诉他们积累素材的重要性。
一、素材积累对小学生写作过程的重要性

写作就是将心中所想、心中所感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这也

是作文的要求。所以在写作文时就必须要有话可说，有故事可

讲。 但因小学生年龄小，生活经历少，作文写作时不知道该写

什么内容。 教师平时要让他们多阅读，并积累文章中的素材。
小学生积累的词汇量非常少， 在写作时很难用优美的语言去

描述事物。开始写作时，教师可教导小学生先模仿优秀的文章

进行创作。 教师可以在课上或课下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适合

小学生阅读的文章，或者根据他们各自的喜好，选择适宜的文

章推荐他们阅读。 这样不仅可以让他们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

趣， 还可以让他们积累下自己喜欢的优美语句并运用到日常

写作中，从而提高写作水平。在阅读中积累足够多的写作素材

后，小学生在写作时就会有话可说，并能在写作中熟练运用，
这样他们对作文就不再持避之不及的态度了。 他们可能一开

始是为了提高语文成绩去阅读积累素材和进行写作的， 这时

教师要对小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指导， 使他们把阅读写作变成

一项良好的习惯。
二、素材积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加大对教材的应用

没有打好地基，就无法建造坚固的房子。这个道理也可以

用在素材和写作的关系上。 如果把写作比喻成是建造一栋房

子，那么素材就是这座房子的地基。如果作文中没有扎实的素

材，就算用优美至极的词汇也无法弥补文章的空洞，只会给读

者一种华而不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小学生身上，由于年龄的限

制， 小学生本身的词汇量不多， 如果不能在文章中应用好素

材，就会给他们的写作增加压力，甚至使其逐渐对写作产生厌

弃心理。 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充分利用教材，让小学

生在写作时积累素材。在教师为小学生讲解古诗时，可以告诉

他们某类事物的象征意义，比如菊花象征着高洁，梅花象征着

傲骨，等等。小学生们在日后的写作时可以应用这些有深刻含

义的事物， 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写作文章的水平。 除此之

外， 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解读时可以为小学生们进行知识的

延伸。比如在对文章作者介绍时，可以向小学生们简单地介绍

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作者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甚至其

艰苦学习的经历等，这些都有可能在小学生们日后写作中运用。

（二）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习惯

如果想要积累足够多的素材， 只依靠教材内容是远远不

够的，小学生们也应该在课外积累足够多的写作素材。而且在

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小学生们也可以完善自身的人格。所以教

师对课外阅读的文章一定要进行精心选择， 有利于小学生们

健康成长的书籍才能被学生们阅读。 这些书籍可能会利于小

学生们从中学习到作者的精神， 可以影响他们日后的生活和

学习。教师可以在班级里开一个书籍交流会，小学生们都可以

带着自己比较喜欢的书籍， 或者是教师要求家长为小学生买

一两本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再由他们带到学校。小学生之

间彼此交换书籍阅读，过一段时间自由组合交流读后感。这样

不仅可以阅读到比较多的优秀文章，而且能积累一定素材，有

利于他们提高写作能力。

（三）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增加学生的素材

多媒体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发广泛， 在小学语文

写作课堂上也可以将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到学生们素材的积

累中。 比如，在小学生们学习成语时可以播放成语小短片，因

为成语大多是由典故而来的， 这样小学生们不仅可以记住一

个新词语，而且也能记住关于这个成语的小故事。 观看后，教

师让小学生们依据自己看到的内容写读后感， 使他们多进行

写作，并在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素材的积累。

三、结语

在现在的教学中， 小学生语文素材积累方面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写作时一定要让小学生们意

识到积累素材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而素材的积累，不仅来自课

堂，也可以来自生活。小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体验中多进行观

察，在写作时将观察到的事物写进去。素材的积累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够完成的， 这需要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进行有意识地

积累，才能更好地将情感融入写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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