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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项目化写作教学与核心素养的融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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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目化写作教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课堂的应用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供了新的路

径。通过将项目化学习理念引入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实现对

知识技能的掌握，同时促进自身核心素养的发展。项目化写作教学在初中语文课堂中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

式，更促进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这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合作交流，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项目活动，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提高写作水平，同时也收

获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和个人成长。项目化写作教学与核心素养的融合，为初中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引领着新时代语

文教学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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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

1.1　项目化学习理论

项目化学习理论强调以项目为载体，通过完成真实任务

的方式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方式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合作

交流并解决实际问题。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项目化学

习可以围绕特定主题或任务展开，例如以“家乡文化”为

主题，引导学生进行调查研究，采访社区居民，查阅历史

文献，最后形成一篇关于家乡文化的报告或者散文。这种

方式不仅使学生掌握写作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意识。

1.2　核心素养理论

核心素养理论关注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旨在促进

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对于初中语文写作而言，核心素养体现在语言建构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以及文化传承与理

解四个方面:

语言建构与运用方面，学生要学会准确地表达思想感

情，能够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和句式结构。

思维发展与提升则侧重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

思维。

审美鉴赏与创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学欣赏水平，能

辨别优秀作品的艺术价值。

文化传承与理解意味着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并将其融入到日常写作当中。

2　初中语文项目化写作教学的实施

2.1　教学目标设定

在初中语文项目化写作教学中，教学目标设定至关重

要。项目化学习旨在通过实际项目的完成来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因此教学目标需要明确、具体且可衡量。对于写作教

学而言，目标不仅应涵盖语言表达和文章结构的掌握，还应

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如思维能力、审美意识以及文化

理解。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特点，制定

出既符合课程标准又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例如，在一次以“

家乡文化”为主题的写作项目中，可以将目标设定为：学生

能够运用所学的写作技巧，描述家乡的文化特色，并在此过

程中体现出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学生还需要通

过调查研究，收集并整理相关资料，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这一目标不仅强调了写作技能的提高，也关

注到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成长。

2.2　教学内容选择

教学内容选择方面，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和社会热点话

题，使学生感受到写作的意义与价值。项目化写作教学的

内容不应局限于课本，而是要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去。比如，在教授议论文写作时，可以选择当下备受关注

的环保问题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探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选题既贴近学生的生活

经验，又能激发他们的思考热情，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讨

论中来。另外，还可以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发具有地方

特色的写作素材。以某地的传统节日为例，让学生深入了

解节日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民俗风情，从而加深对本土文化

的认同感。在选择教学内容时，教师还需考虑不同层次学

生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材料，进而激发其创作灵感。

2.3　教学方法设计

教学方法设计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策略有助于提升课

堂效率。为了更好地开展项目化写作教学，可以引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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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鼓励学生分组合作完成任务。小组成员之间相

互交流、共同探讨，既能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又能促进思

维碰撞，产生更多新颖的想法。例如，在进行人物传记类

作品创作时，可以让学生们分工搜集资料、整理素材、撰

写初稿，最后由全组共同修改完善。这种形式不仅能让学

生在实践中学会分工合作，更能让他们体验到集体智慧的

力量。除此之外，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为教学方法创新提供

了可能。利用多媒体平台展示优秀范文或播放与主题相关

的视频片段，可以帮助学生直观感受不同的写作风格，拓

宽视野。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线上互动活动，如在线

讨论区、微课学习等，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学生创

造了更加灵活的学习环境。教师还可以组织模拟真实情境

下的写作比赛或者编辑出版校内文学刊物等活动，为学生

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综上所述，通过精心设计教学目标、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以

及创新运用教学方法，初中语文项目化写作教学能够在提

升学生写作水平的同时，促进其核心素养全面发展。

3　核心素养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体现

3.1　语言建构与运用

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

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以及文化传承与理解这四个方面相

互交织，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语言建构与运用方面，在项目化写作教学模式下，教师

精心挑选贴近生活实际且富有内涵的话题作为项目主题。

例如以“家乡的变化”为主题，引导学生深入调查家乡的

地理环境、人文风貌变迁。学生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

等方式收集素材，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词汇和句式

结构。当学生们描述家乡古老的建筑时，会运用到诸如“

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这样精准又富有文化底蕴的词汇；

讲述家乡风俗习惯时，则会用到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

法，使文章生动形象。而且，这种基于项目的写作训练促

使学生主动思考如何恰当地组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提高他们对语言文字的感受力和表现力，进而实现语言的

有效建构和准确运用。

3.2　思维发展与提升

思维发展与提升层面，项目化写作任务打破了传统单一

的命题作文形式，给予学生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学生在参

与项目过程中需要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并进行验证。比如

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项目主题，学生要先了解

当前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现状，

然后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从工业排放、汽车尾气到

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等多个角度展开剖析。再思考可以采取

哪些措施来改善环境状况，包括政府层面制定政策法规、

企业改进生产技术、个人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多维度解决

方案。这样的过程锻炼了学生逻辑推理能力、批判性思维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情境下迅速抓住关

键要素并形成清晰的思路，最终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

3.3　审美鉴赏与创造

审美鉴赏与创造领域，项目化写作教学鼓励学生将自身

的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之中，激发其创作灵感。以“我心中

的四季”为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

独特感悟，发挥想象力描绘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

春天是希望的使者，她带着生机盎然的气息悄悄降临人

间”，这样的句子不仅传达了学生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之情，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自然之美的敏锐捕捉。同时，在

欣赏经典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学生尝试模仿其中优秀的写

作技巧，如《荷塘月色》中细腻的景物描写，《背影》里

真挚的情感抒发等，逐步培养起良好的文学品味。并且，

学生还可以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等元素融入到

自己的写作当中，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实现审美

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完美结合。

3.4　文化传承与理解

文化传承与理解方面，项目化写作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自

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开展诸如“探寻中华

传统文化瑰宝”之类的项目活动，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文明，包括传统节日、民间工艺、古典诗词等

内容。他们可以在写作中引用古代诗词名句，如“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对家人朋友的美好祝愿；也可

以介绍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像剪纸艺术中蕴含着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期盼。这些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

化熏陶，增强文化自信。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项目化写作教学与核心素养的融合

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教学探索。它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

限性，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未来，随着教

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涌现出来，共同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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