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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学生语文写作的常见问题
1.1写作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众所周知，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要学习的科目比较多，所

以其学习任务繁重。尤其是在语文学科的写作学习中教师的课时
安排及其不合理、规范以及没有针对性。所以相对而言作文只
能作为课后作业进行布置，学生一旦没有了课堂的束缚了，在
课后就很难花时间去进行巩固与及学习，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在考
场上的作文都是临时发挥的。

1.2教学方式单一
教师所使用的传统写作教学模式是选择一篇优秀作文，然

后就让学生揣摩并学习作者的写作思路以及题材框架，进行写作。
长期以往学生在写作时就会养成模拟以及仿造的习惯，在写作过
程中不会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根本无法表达出自己内心最真切
的想法。例如学生在写作相关命题时，就会依据参考文章，流水
式的进行写作。如此一来，学生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
畏缩心理。即会没有自我逻辑性，容易在写作时主次不分。而教
师在整个写作教学中也是只想着让学生提高作文分数，并没有意
识到只有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才是写作教学的最终目标。

1.3学生写作技巧的不足
初中阶段的学生是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学生会对周

边的事物以及人际关系较为敏感。因此，就很可能出现有一部分
学生能够顺畅的书写任何作文命题，精准的表达自己的内心想
法。有一部分学生即使已经非常明白题目中的寓意，但并不知道
如何表达出来。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教师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学生们
的实际写作情况。针对学生写作技巧的不足之处，进一步帮助学
生掌握更好的写作方式，由此而能够不断的培养以及提高自我写
作能力。

2　中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2.1 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树立学生写作信心
在初期的语文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

们的写作兴趣。由此而鼓励学生能够大胆的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借
助写作形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们的写作技巧。
通过大量的文章练习，降低对写作的恐惧，让学生在每一次写作
后都能充满成就感。如此一来，学生就不会感觉语文写作是如此
之难了。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那一刻春暖花开》相关命题
写作时，可以先帮学生分析题目的具体含义，并且就其命题进一
步引导学生积极创作。平常时候学生能够洞察自己身边的人或者
事，就可以将其所见所闻应用到创作中。再借助一些修辞手法来
展开写作，比如有排比、比喻以及拟人等。除此之外，学生还可
以在课外的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小感悟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进行
文章练习，树立自己的写作信心。

2.2提升学生的阅读量
学生能够长时期的展开阅读，不仅能够丰富自身文化知识，

与此同时还可以拓展自己的视野。由此相应的语文教学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组织阅读活动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地认识到更多
的新鲜事物，进而延伸自己的眼界。在组织学生定期开展阅读会
时，可以让学生自行介绍自己最近在读的书籍，并让学生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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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初中语文教学中占据最大比重的部分为写作。由此可以看出教师需要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写作
能力，才可以提升学生们的文学素养。当然也能程度性的提高学生们的语言组织能力以及思维表达能力。因此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
学中，教师需要通过创新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们的写作练习，由此而在正确的引导下，提高自身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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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最喜欢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再进一步品读以及学习。学生
通过不断的内化，就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与此同
时，在阅读过程中也会产生更多的联想以及思考，进而能够让
学生更好的培养写作积极性，提高自身语文素养。

2.3小组合作学习
教师在语文写作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自由组成小组，

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另外小组成员还可以互相进行作文评价。即
随机发放其他小组成员的作文，小组就可以相互评价以及阅读作
文。小组合作学习其实就是一个心得交流的环节，学生在整个活
动过程中能够在不同的人身上学习到不同的写作思路，并就自己
所存在的写作问题点，再进一步改正。同一时间内，教师也可以
通过外部手段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力。比如可以网上设置目标以
及奖励。比如某一个学生要是在阶段性语文考试中考取多少分，
就可以奖励一盒牛奶。那么具体的实施手段就可以有填表形式，
即让学生自行按照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去设置以及执行表中的内
容。只有设置符合学生们实际学习情况的目标，才能够以此来激
励学生，让学生得到精神以及物质上的奖励。又或者是得到表扬
以及鼓励，学生就会有明确的学习方向，培养良好的学习动机。

2.4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进行拓展式想象训练
众所周知，学生在进行广泛的阅读后，得以增加自我词汇量，

那么在积累过程中就能有所创新。从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的调动
其逻辑思维能力，借助已有的语文学习教材，进一步想象，由此
而构造出高于学习教材的意念形象。比如在学习朱自清的《荷塘
月色》相关章节知识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开展相应的拓展学习训
练。就文章中的某一段中的特定情景展开想象，当然这并不需要
通过特定的点来进行想象。其延展性的想象训练模式可以让学生
在现有的故事情节中发散自我思维，推断出全新的故事结尾。这
是一种极具参考性的教学模式，通过拓展性想象训练，进一步补
写或者续写新结局，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学生在整个
课堂的学习一定要学会摘抄好词好句。比如某一个文章中某一句
所使用的写作手法特别精彩，就可以摘抄下来进一步欣赏。其实
这就是一种再次学习的过程，学生能够将名言警句记录下来，并
实际应用到写作中，厚积薄发，将积累的词汇通通在作文中展现
出来。

3　结语
本文就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分析，现阶段存

在于教学中的问题点分析，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培养对策。让学生
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写作训练，全方位提升学生们的逻辑思维能
力、表达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与此同时还能够充分提高学生们的
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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