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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生情境体验式作文教学

◎高达军

新课程标准作文要求：“能具体明确

表达自己的意思，文从字顺，根据日常生

活需要，具体生动，写出真情实感”。长

期以来，作文教学多以命题作文为主，“老、

旧、 虚、 拼”现象屡见不鲜。其主要原

因是教师未能创设有效情境，指导写作方

法，学生对生活中的事物缺乏观察意识，

对作文缺乏兴趣。

据此， 我以情境体验式作文教学为切

入口，尝试探索解决问题的策略。情境体

验式作文教学是按照预定的教学目标和内

容， 在课堂内科学有效地创设一种情境。

学生通过观察、体验和交流，丰富表象。

在此基础上， 老师再指导学生写作方法，

把作文教学与语言表达、思维发展、性情

陶冶等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写出有个性的

作文，并使学生深化对生活的认识，促进

健康人格的形成。

一、 情境创设，丰富表象

一个具体生动的情境设置，可以引起

学生的亲切感和新鲜感，从而调动学生兴

趣，提供想象、联想和猜想的空间，使学

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下进行观察和写

作。如我执教的实验作文课《莫比乌斯圈》， 

上课伊始，我给学生一个难题——怎么让

一张白纸从两面变成一面？然后引入莫比

乌斯圈。学生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当学生

处在半信半疑时，我顺其自然地进行实践

检验。 

又如在执教活动作文课《趣“味”无限》

时，我是这样创设情境：先播放一段汽水

广告视频，激发孩子兴趣。接着引导学生

回忆平常的喝法，集思广益，让孩子们想

出更多品尝的方式。然后就是现场品尝汽

水，引导学生抓住这种瞬间的感受。创设

这种情境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学生的感知

力，指导学生观察，丰富表象，促进表达。

二、 紧扣目标， 凸显重点

新课程标准要求中年段的语文教师，

应鼓励学生不拘形式地写自己的见闻、感

受和想象，写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

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可见，在三年级习

作教学中，学生更多的是进行片段训练。

如果说中年段的习作在学生写话与作文之

间起着过渡、承接的作用，那么高年段的

习作重点就应该是提高学生细致描写能力

的同时，指导布局谋篇的方法。在上学期

精品课程建设中，我执教了人教版五年级

上册的《生活中的启示》。该单元中每篇

课文都是指导学生布局谋篇的优秀范例。

上课伊始，我就让学生上台排列《钓鱼的

启示》和《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这两

篇课文的篇章结构，用五角星代表作者受

到的启示，两个小圈分别代表简单的开头

和结尾。通过图形排列的方 式，使学生更

直观地领悟到本次习作的布局技巧，理清

自己文章的写作思路、开头、结尾、精彩

片段等。同时，这样的板书设计也为学生

后面堂上练笔留下借鉴和模仿的样板。

三、多元评价，激发兴趣

新课程标准指出：“重视引导学生在

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的过程中提高写作能

力。”要引导学生通过自改和互改，取长

补短，促进相互了解和合作，共同提高写

作水平。习作分享不仅扩大了学生作文的

读者，让更多的人读到他们的作品，使之

拥有广大的读者，这无疑会大大激发他们

的写作热情，而且有利于学生间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一） 学生朗读， 师生共评。

学生写完作文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作文，查看句子是否通顺， 有无错别字，

标点符号是否正确，实现自改、自查、自

纠的阶段。然后，教师出示评价内容：1.观

题目、看开头；2. 用事例、说具体；3. 善

用好词好句以及比喻、拟人、排比、反问

等修辞方法；4. 真情实感， 结尾升华。结

构包括：1. 文章切题、中心突出；2. 层次

清楚、详略得当；3. 首尾呼应、结构明了。

引导学生互相评价，教予修改方法。

（二）小组互改，推荐佳作。同桌或

者四人小组根据修改方法，运用恰当的修

改符号交叉修改作文，在文章后面写上评

语。这种由传统的教师批改转变为同伴评

议的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习作兴

趣、 习作水平，而且培养了学生欣赏他人、 

相信自我、积极向上的品格。最后小组内

推荐优秀佳作，可以粘贴在教师公布栏，

也可以放到QQ群上共享，为学生创设了

习作交流与体验成功的舞台。

四、作文展览，以优促差

办班级作文报，标题自拟，精选优秀

作品，当中穿插同学、老师和家长的精彩

点评，甚至还可以添加学生对作文课堂的

感受，然后用电脑排版、配上插图和花边，

最后印刷，发到每个学生手中。

五、从阅读到“悦读”， 充实心灵体验。

最直接、最便利的诱发体验的方式，

其实是阅读。世事纷繁复杂， 我们不可

能都一一经历，通过阅读交流等方式理解

社会、理解他人，是体验生活的又一重要

途径。教师要充分利用阅读的平台，以读

促写，做到读写结合。阅读的范围是宽泛

的，可以让学生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 可

以让学生读自己同学的作品，更值得注意

的是要发挥语文读本的作用，并有意识地

对课文阅读进行了有选择的拓展与链接， 

并以交流、 朗诵、评价等形式使学生走

进“悦读”。这样才更有利学生走进阅读，

使阅读成为孩子自觉的行动，成为孩子快

乐的选择。

习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根

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通过多种形式和

手段创设有效情境，才能唤醒学生写作冲

动，丰富表象，指导方法，让学生在快乐

中促进表达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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