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当下是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学校、老师、家长

都越来越关注学生的阅读情况，家长也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

孩子购买书籍之中。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教学已

经成为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教学模式之一。本文以小学

语文作文为载体，结合我自身实践，对如何开展个性化的小学

语文作文教学这一问题进行一番详细的说明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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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在小学阶段就培养起学生良好的阅读

习惯，让其积累大量知识，为学生奠定良好的写作基础，全面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与整体素质。
一、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绘声绘色，激发学生写作热情

学生写作能力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学生不愿意写，对

于写作缺乏兴趣与热情， 这正是亟待语文教师解决的教学问

题。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我国的教学模

式与以往相比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革。 多媒体的应用可以更

大程度上给学生带来震撼的视听感受，刺激学生的感官意识。
教师可通过电影、电视、录音、音乐、动画、舞蹈等多种形式帮

助学生快速理解写作的知识。 生动的视频和画面有利于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直观感受。学生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

图片提升写作热情，同时也提高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以及艺术

文化修养。
例如，我在讲解《猴王出世》这一课时，首先为学生放映了

电视剧《西游记》的片段，视听效果的强大冲击调动起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带领学生阅读课文后，我提问：“同学们，大家知道

这篇课文节选自我国哪部经典名著吗？”学生积极回答，然后我

重点讲解了文中对石猴的描述，让学生体会我国古典文学的艺

术之美，造诣之高。 多媒体灵活生动的教学特点有助于激起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学生写作热情，使学生从中挖掘出

更多写作技巧与手法，引导学生发挥写作的主观能动性。
二、采用素材积累教学模式，积少成多，发散学生写作

思路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写作能力的

高低与学生日常积累 的 多 少 有 着 密 不 可 分 的 关 系，“出 口 成

章”说的就是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人。小学语文教师应积极备

课，培养学生的写作意识，教学中要坚持由浅入深、层层递进

的教学原则，督促学生进行好词好句的日常积累，将素材积累

形成一种习惯，将阅读作为一种真正的爱好。学生有了积累写

起作文自然就会轻松很多。教师还可以开展积累本比赛活动，
看看谁的积累本最精美，积累的好词好句最多。 此外，还可以

布置写周记的作业，让学生养成写随笔、写日记的习惯，这样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卷面书写整洁度， 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
例如，我在讲解《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一课时，先为同学们

讲解了安徒生的生平以及他对世 界 儿 童 文 学 产 生 的 深 远 影

响。 随后 我 讲 解 了 生 字， 生 字 的 掌 握 奠 定 了 课 文 理 解 的 基

础。 其后再总结文 章 主 旨：社 会 底 层 人 民 渴 望 平 等 自 由，爱

与温暖，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 我着重进行了课外延伸，指导

学生阅读安徒生的其他童话作品。 我还指导学生阅读我国古

典神话故事，让学生进行中外故事的对比阅读，自行总结相同

点与不同点。学生通过阅读收获了更多的优美语句，积累了大

量素材，有效提升了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从而促进写作能力

的提升。
三、采用小组互评教学模式，合作讨论，推动学生写作能

力提升

教师对学生作文的评改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 其中作

文自主评改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 学生首先进行作文自主

评改，自己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问题。 之后，教师还可以设计小

组互评作文的教学环节，学生之间自由组成小组，在作文上交

之前，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互相评改。学生在为别人评改时往往

更加仔细认真，也更易发现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责任心与

耐心。 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此时学生会有一种

教师的角色感，增加了自信心，对作文中出现的错误印象会更

加深刻。总之，小组作文互评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

作水平，有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
例如，在教授作文专项训练“看图写作”的时候，教师就指

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大家先独立观察图示中出现的地点、事

物、人物及其周边环境，图由三部分组成：小守门员、替补守门

员、观众，然后按要求写作，完成之后进行小组成员互换文章

评改。有的同学注重球赛的场面描写，有的同学将运动员比赛

过程中的动作描写得淋漓尽致， 有的同学则对运动员比赛时

紧张的神态做了细致描写。 小组互评可以让学生相互取长补

短，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合作探究能力。
综上所述，写作是语文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写作技能是学

生需要培养的基础技能，写作的教学任务既是教学重点，也是

教学难点。小学语文教师应该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设

计，努力打造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的小学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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