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虽然新课改已经深入影响了我国小学语文教学，
大大提高了小学语文课程教学效率，但是写作教学却依然是
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主要瓶颈。多数小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
都出现了内容相似、单一，缺乏真情实感的问题，还有一部分
小学生所写的作文存在跑题、逻辑混乱、结构错杂等问题。小
学生是感性动物，如果他们无法在作文学习中取得明显进步，
便会失去学习自信与兴趣。所以，小学语文教师便要组织快乐
语文教学，重新唤起小学生的写作兴趣。本文将从丰富写作训
练形式、组织拓展写作学习、作文评改赏识激励三个角度分析
小学高年级快乐作文的落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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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教育是指以学生学习兴趣为基础， 稳步提升学习者

学科能力，使其养成主动学习习惯的生本教育。新课改指出学

生才是掌握学习主动权的主人翁， 教师只是作为学生学习活

动的合作者与引导者出现在小学语文作文课堂教学之中。 这

个基本的师生关系理念也就改变了小学语文教师“一言堂”的

不良行为，开始主动思考小学生真正需要的、热爱的语文作文

教学究竟是什么样的。由此，小学语文教师便将快乐教育理念

渗透在作文教学之中， 全面分析了小学生的写作情感与写作

需求，旨在改善小学生对作文学习的排斥、反感情绪。
一、丰富写作训练形式
在小学高年级语文作文教学中， 小学生的写作活动基本

都是在作文课上进行的。 教师会在语文作文课上展示写作任

务，讲述写作要求，然后让小学生们在规定的时间限制内完成

本轮写作任务， 导致小学生的立意行为、 写作活动都十分仓

促，影响了学生作文的创作质量。 大多数学生表示，他们并不

喜欢这种被动的写作活动，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如何下笔。
对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主动丰富语文作文的写作训练形式，
比如组织仿写、续写、改写等活动，给小学生提供一个写作模

板，以模仿促进创新，积累丰富的写作技能。
就如在“祖国在我心中”作文教学中，小学生需学习演讲

稿的写作技巧， 但是小学生从未接触过演讲稿这种充满感染

力的写作任务， 所以多数小学生所创作的演讲稿存在感情不

真实、号召力低的写作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从网络中筛

选出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的经典演讲稿，鼓励学生模仿创作，
反复品读演讲稿，分析演讲稿的文体特征与情感取向，然后在

范文中穿插自己所收集的爱国主义素材， 由此完成演讲稿创

作活动。本轮仿写练习大大降低了学生作文的写作难度，让每

个小学生的心中都形成了一个标尺， 使其及时衡量自己所写

作文内容的充实性与情感性， 使其真正了解一篇好的演讲稿

所应具备的文学特色。
二、组织拓展写作学习
拓展写作学习是指超出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之外的写作活

动，也可以被认为是小学语文作文校本课程，是以小学生的写

作兴趣为基础展开的作文教学活动。从根本上讲，每个小学生

都会产生一定的写作欲望，比如小学生内心产生悲伤、失望、
恐惧等情绪却不知如何诉说， 学生渴望通过文字记录描述自

己的现实生活等等。 这些学生诉求都是小学生主动展开写作

练习的基本切入点，只要教师善于引导，便可帮助小学生真正

养成用文字说话的好习惯，感受写作的乐趣与美好。
我们班有少数学生十分喜欢语句优美、节奏鲜明、意境深

远的散文作品，认为散文所具备的“形散神不散”的文学特征

使他们十分向往。于是，我便以“散文写作技巧指导”组织了拓

展写作训练，鼓励小学生自主参与这项拓展写作训练，阐述各

类散文写作技巧，引导小学生掌握散文文体的基本写作特征，
为小学生写出一篇优秀散文做好准备。另外，我还鼓励小学生

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与成长经验创作随笔文章，体裁不限、题

材不限、字数不限，只要小学生用文字写下自己的真实感受即

可。这些拓展写作行为大大丰富了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活动，真

正让小学生感受到作文学习的自由与开放， 有效激发了小学

生的学习兴趣，落实了快乐作文的教学要求。
三、作文评改赏识激励
提升小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需要教师对学生所写作文进

行一定的评改活动， 让每一个小学生都能及时意识到个人写

作能力的不足与亟待改正的缺点。 但是，小学生是十分敏感、
脆弱的，如果教师的作文评改言词过于严厉，那么则会让小学

生产生自我怀疑，失去写作自信。 对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尽

可能地使用赏识激励政策， 及时肯定小学生所写作文的可取

之处，客观指出小学生的写作不足，保护小学生的写作信心，
稳步提升小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就如在“为什么要珍惜资源”作文评改活动中，我发现本班

小学生的作文内容高度一致，都是从资源危害了人类的生存发

展角度出发，毫无创新。但是，笔者并没有直接批评或否定小学

生所做出的写作努力，而是让小学生们自主阐述了他们对“人

与资源”的具体认识，专门给小学生留出了搜集素材的时间，要

求小学生自我反思个人所写的作文。 通过自主反思，小学生也

能意识到个人作文内容的空洞与乏味，主动做出修改调整。
总而言之， 如果小学语文教师可以真正落实快乐作文教

育任务，那么则可让小学生养成勤写作、爱写作的好习惯，促

进语文作文课程的长远发展。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主动分

析小学生的写作诉求， 保证语文作文教学符合小学生的发展

需求， 以丰富的写作活动与正面的作文评价让每一个小学生

享受写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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