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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群视角下的高中语文资源整合与写作运用 
王小平 

（南昌市第二中学） 

结合《语文课程标准》在“目标”一章明确要使学生“养

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发展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

批判性”的要求，高中生要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利用课内外资源

与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的目标，教师在资源整合与写作的指导

过程中，也要不断渗透立德树人的评价标准，在作文训练中关

注资源的使用与学生个性化思考的结合等。 

从近几年高考调研反映出的问题看，社会对作文试题的评

价往往是对当年试题就事论事的品评，缺乏科学的梳理和研究。

即使是从事一线教学多年的教师，他们对一些如作文试题发展

基本情况、作文考查的核心目标和评价理念等问题缺乏足够的、

了解和把握，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和指导的情况更是少之

又少。因此，有必要把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说明，澄清一些模

糊其认识，形成教与考的良性互动。确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

文教学法刻不容缓。 

从考试现状及学生现状出发，我们认识到教育资源的整合

与运用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一块试金石。教师要会教，学生

要会学，只有意识到丰厚的资源积累是法宝，清晰的板块梳理

是基础，灵活的运用是关键，作文教学才会有真正的突破。 

（1）开发学生主体潜能，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写作模

式，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能是巨大的，正式并自觉开发

潜在的脑力资源，主动迈入自主阅读和独立创作的理想境界。

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利用写作资源，结合不同的阅读文本，自

主进行课内外阅读，逐步建构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型阅读写作

模式，变“他知”为“己知”，最后上升为“己能”。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阅读的思维品质，构建以培养写作

素养为核心的阅读写作体系。在阅读教学与作文指导中，教师

要引导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提高自觉思维写作的质量和品质。教师要更新阅读写作理念，

打破常规的作文教学模式，努力构建以培养写作素养为核心的

开放式阅读写作活动体系，通过课内外阅读指导及写作素材的

积累等活动，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发散思维，大力提升学

生的写作资源积累能力和阅读鉴赏及运用的能力。 

高中语文资源是无限广博的，大到国家政策，小至点滴生

活，无不可以入题。为此我从三个方面思考衡量并建构的，并

且制定了相应的目标：（1）课内外阅读文本的指导与理解。文

本阅读是基础，而教师适当的方向性指导能高效完成阅读积累

的目标，对阅读资源的有效理解则更能解决作文实际操作中的

深浅层次。（2）培养学生整合资源运用的方法及策略。资源整

合实际是庞大而无序的，教师一定要有鲜明的板块格局意识。

依托百度大数据，我与同组同事一起研究制订了六大板块的阅

读与积累方案，分别是“发展的困惑”“心灵的坚守”“教育

的思辩”“时间的馈赠”“生命的多彩”“民族的变迁”。（3）

培养学生写作意、脉、文三层次的升格。意，即对文章主旨的

理解及意思的准备表达；脉，即清晰的写作思路及布局；文，

即文章的文辞文采。 

写作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教学资

源的运用又反作用于写作能力的提升。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写作

能力，首先必须确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写作指令，在培养学生

自主阅读能力时，把学生确立为学习写作的主体，让他们充分

参与到课堂教学和写作反思中，充分运用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

触去解读作品、训练写作思维。 

学生的写作教学资源整合，需要“有识”。“乱花渐欲迷

人眼”，广博丰富的写作教学资源，需要教师能“明辨是非”，

在资源的丛林中挑选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宝贝”；对学生而言，

智慧的眼光、清晰的思维也是必需的，在资源的整合中，学生

要有思想的高度、有写作的格局意识。 

写作教学资源的整合，需要“有序”。“有序”即有条理、

有板块意识、有取舍等。以文本为依托，加大学生课外阅读量，

让学生开阔知识视野和更新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鉴

赏、评论与写作的能力，使学生在广博的阅读中学会创作性思

维，同时受到真、善、美的感染和熏陶。在引导学生进行迁移

阅读时，明确地提出写作训练的时间和质量要求，使学生保存

一定的写作训练能力的提升。 

写作教学资源的整合，需要“有心”。学生要成为写作的

主体就必须做个“有心”人，即时时留心，处处精心。不放过

新鲜的资源，不错过最新的实事。而教师对此也要精心筛选好

的教学资源，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来。只有“有

心”，方能“有为”。 

写作教学资源的整合，需要“有为”。写作是一个检验教

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重要手段。从作文的“唯我”到“有我”

而不“唯我”，是学生从片面绝对甚至狭隘无视的状态提升到

有自我的认知的过程，“有为”就最好地诠释了学生积极学习，

认真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对学生课内外资源整合能力的训练，促进了学生认知的发

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主体性。作文主要考查的是学生的写作能力，其中包括思想

内容、情感态度、布局谋篇，以及对这些加以整合的逻辑思维

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学生会启动思维，搜寻头脑中原有的

知识，对其重新分析理解整合，使零星的知识变得系统有序，

原有的知识结构更为完善合理，这就提高了学生建构知识的能

力。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成为知识的积极探索者，由此获

得丰富的情感体验，个性品质得到锻炼，主体性逐步形成和发

展。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多种能力尤其是创新思维方式提升写

作的能力得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