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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ople’s channels to acquire knowledge are increasingly 
broadened,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writing,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is the key content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has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educators. Large unit 
overall teaching mode i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content, this paper from the unit overall horiz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pupil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and targeted to primary school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method,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writing teaching,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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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日益拓宽，对于教育领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语
文写作教学方面，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语文教学的关键内容，也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大单元整体教学模
式是当前教育的重点内容，论文从单元整体视域出发，对小学生语文写作教学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
地对小学语文写作教学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写作教学提供新思路，有效提升小学语文写作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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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单元整体视域下，小学语文写作教学需要更加关注

学生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培养。于是，笔者决定在今后的教学

中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写作的特点，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创

作出更有深度和情感的作文，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写作能力。

2�概述

2.1�单元整体视域的概念介绍
单元整体视域是一种教学理念，强调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从整体出发，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

方面进行整合，使学生能够在整体中把握知识，提高学习效

果。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单元整体视域要求我们将写作

教学与阅读、口语表达等方面的教学相结合，形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2.2�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重要性
小学语文写作教学是培养学生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

创造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写作，学生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

情感和观点，提高自我表达能力；写作过程也是学生进行思

维活动的过程，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写作还可以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小学语文写作教学在

中国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

3�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特点

3.1�整体性
在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整体性是

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教学方法强调将写作教学融入整个单

元的教学中，而不是将写作单独作为一个环节。这意味着，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从整体上考虑写作教学的目标、内容

和方法，使学生在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掌握写作技能

和知识。例如，在教授一个关于自然风光的单元时，教师可

以将写作教学融入课文的讲解、讨论和活动中，使学生在理

解和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提高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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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践性
实践性是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另一个

特点。这种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实践，让学生通

过实际的写作活动来提高写作能力。例如，在教授一个关于

动物的单元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观察动物、采访动物

主人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写作素材，提高写作水平。

3.3�创新性
创新性是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第三

个特点。这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写出具有

个性和创新性的文章。例如，在教授一个单元时，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能提

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3.4�个性化
个性化是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另一

个重要特点。这种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化的写作风

格和表达方式。例如，在教授一个关于个人经历的单元时，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写作，表达自己的

独特感受和见解。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能培养

他们的个性化的写作风格。

4�当前小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4.1�教学方法单一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学方法过于单一是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写作教学模

式，即通过讲解写作技巧和提供范文来指导学生写作。然而，

这种方法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学生写作

时的思维变得刻板和局限。此外，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也使

得写作课变得枯燥无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2�学生写作兴趣不足
由于教学方法的单一和写作任务的枯燥，很多学生对

写作缺乏兴趣。他们往往将写作视为一种负担，而非一种表

达自我和展示才华的方式。这种兴趣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学生

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限制了他们写作能力的发展。因

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成为当前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亟

待解决的问题。

4.3�写作能力培养不系统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写作能力的培养缺乏

系统性和连贯性。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重视写作结

果而忽视写作过程，导致学生对写作的理解和掌握不够深

入。此外，写作教学的内容和任务也往往缺乏针对性，不能

很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写作需求和水平 [2]。因此，如何建立

一套系统的写作能力培养体系，成为当前小学语文写作教学

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4.4�教学评价问题的普遍性
在当前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学评价问题普遍存

在。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注重学生的写作结果，而忽视了写

作过程的重要性。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往往只看重文采和语

法正确性，而忽略了内容的思想性和创新性。这种评价方式

容易导致学生追求表面的华丽和形式上的完美，而忽视了写

作的本质——表达思想和情感。同时，评价的反馈往往不够

及时和具体，不利于学生对写作技能的改进和提高。

4.5�忽视整体性，缺乏教学目标
在当前的语文写作教育实践中，我们经常观察到教师

过于专注于单一的写作方法或表达技巧，而忽略了对学生整

体能力的培养。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写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

培养，也无法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这表明，学生在某些特

定领域，如句子构造或修辞技巧上可能会受到良好的培训，

但在文章的整体结构、逻辑推理和整体布局上，他们可能会

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种小而全式的写作方式不仅不能帮助

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反而让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由于缺

乏整体性思维，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常常表现出缺乏全局视

野，文章内容呈现出碎片化和结构混乱的特点，这使得他们

很难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5�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方法
探索

5.1�整合教材资源，构建写作体系
在单元整体视域下，我们需要对小学语文写作教学进

行系统性的整合和规划。首先，我们要充分挖掘和整合教材

资源，将写作教学与阅读、口语交际、语法等各个环节紧密

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写作体系。通过对教材资源的整合，

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写作技巧和方法，提高他们的

写作能力。

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写作教学与课本中

的阅读材料相结合，让学生通过分析优秀文章的结构、语言

表达等方面，掌握写作技巧。“春天来了，大地变得生机勃

勃。树枝上长出了嫩绿的新叶，花朵纷纷绽放。阳光明媚，

温暖的春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庞。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让老

师感到无比快乐。”同时，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针对性的写

作练习，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写作方法，不断提高自

己的写作水平。

5.2�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我们要

注重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写作。在教授小学语文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个例子印象深刻。

给学生们布置了一篇以“春天”为主题的作文。在教学过程

中，首先引导学生观察春天的特点，如花草树木的生长、天

气的变化等。然后，让学生通过描写春天的景物来表达自己

对春天的感受。这样创设丰富多样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在情

境中观察、思考、表达，从而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再如，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如参

观、采访、表演等，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素材，提高观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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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象力。同时，我们还可以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设计一

些有趣的写作题目，让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快乐，从而

提高写作兴趣 [3]。

5.3�分层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由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兴趣爱好、写作能力等方面存

在差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分层教学，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另外，在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

我们需要注重课内外结合，拓宽学生的阅读面。阅读是写作

的基础，只有阅读量大，积累的知识丰富，学生的写作水平

才能得到提高。通过对学生进行分组或分层教学，我们可以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和目标，使他们在

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

例如，在写作教学中，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设置不同的写作任务，让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写作能力。对于写作能力较弱的学生，我们可以从基

础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入手，帮助他们逐步提高写作水平；对

于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我们可以引导他们进行更深入的写

作探究，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思维品质。

5.4�注重评价反馈，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在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我们要注重评价反馈，充分

发挥评价的诊断和反馈作用，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写作优点

和不足，从而提高写作能力。

例如，在写作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如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等，让学生在评价中了解

自己的写作水平。同时，我们还要注重评价的语言和态度，

给予学生鼓励和关爱，让他们在评价中感受到写作的乐趣和

成就感。此外，教师还要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进行写作练习，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4]。

5.5�强化整体性教学设计，准确把握习作目标
从单元的全局视角来看，小学的语文写作教育应当重

视整体的教学策略设计。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出

发，构建完善的写作学体系。在教授写作时，教师应确保每

个单元的内容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知

识结构。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

从而构建出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这种方式有助于学生构建

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从而提升他们的整体素

养。因此，为了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教师应重视对单元整

体框架下的写作教学设计，以此来实现整个单元学习目标。

此外，全面的教学设计方法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写作思考

技巧，让他们在写作时能更有策略地应用所学内容。众人皆

知，教学目标不仅是教学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评估教学

有效性的关键标准。小学语文教材中设置了许多具有较强针

对性、实用性的单元习作指导课或主题探究课，而这些课程

的开展离不开具体的习作目标作为指引。在开始小学习作单

元的教学之前，教师首先需要明确该单元的练习目标，这

样才能更精确地根据练习单元的训练重点来制定实施计划。

为此，我们对单元习作总目标进行了细粒度、有针对性的细

分研究与实践，形成了“细化单元习作总目标—制定具体训

练方案—落实训练环节”的科学方法。在执行小学习作单元

习作的教学过程中，“细化单元习作目标”被视为一项关键

的策略。所谓“细化”就是针对单元习作总目标而对习作内

容、方法等方面所做的细致入微的划分与要求。在明确了单

元习作的总体目标之后，我们进一步细化了这些目标，并针

对训练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解和训练。根据习作单元

的特点，对各课时的习作目标做了相应调整。在习作单元的

教学过程中，每节课的习作目标都是为了突出训练的核心内

容，这些目标既明确又具体，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契合，它

们具有明确的层次、创造性和实用性。将这些具体的目标紧

密结合，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且步步为营的写作能力培训

链条。

6�结语

总之，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写作教学方法，应

注重整体性、阶段性和个性化，运用情境教学法、启发式教

学法、互动式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整合教材资源，设计

写作任务，开展写作活动，进行写作评价，以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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