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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重点是阅读和写作两个部分。但是学

生的写作能力往往比较差，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写作素材，

比如：事例、感情以及写作技巧等。（同时，教师在教学中

往往是将写作和阅读这两部分割裂开。但是初中教材中的文章都

是经典，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写作技巧，因此，教师要善于

利用阅读内容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1  传授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

1.1摘抄式阅读

顾名思义，摘抄指的是将阅读内容中能够打动学生的部分摘

抄下来。学生可以进行摘抄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好词好句，一些

有趣的事例和现象、一些写作的技巧都可以成为学生摘抄的对

象。在进行摘抄式阅读时应该分为两步。第一步学生自行阅读

文章，对文章进行思考和鉴赏，将其中自己认为值得摘抄的记

录下来。第二步教师对该篇文章展开教学，通过细致生动的教

学将一些学生没有注意或者没有理解的内容展开来，学生在教师

的教学中会获得新的感悟，对于摘抄内容的选择也会出现一些不

同。这时候学生将第一步中摘抄的内容和第二步中摘抄的内容进

行对比，从而一方面利用这些摘抄内容丰富自己的素材积累，另

一方面在对比中提升自己的阅读鉴赏能力。

1.2评注式阅读

大多数阅读文章都拥有丰富的细节描写，而许多的思想感情

和故事转折就埋在细节当中。学生在阅读文章时应当关注这些细节

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对这些细节进行评判，用笔将其画出来，并且

写下每一个细节的作用，从而使自己对文章的感知力更强。同时，

在阅读过程中学生要从自己的弱点出发。例如学生在写作中的结构

往往比较混乱，那么他在阅读中就可以重点关注文章的结构内容，

通过批评注释的方法标出文章的结构层次，并且学习该文章是如何

进行布局的、这种布局有什么好处，又会带来哪些缺点。

1.3背诵式阅读

许多优美的散文或者古诗词都是经过作者的千锤百炼才得

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对于这些佳作名篇学生不能像阅读小说

那样仅仅关注它的故事性，而是要从提高文学修养的角度出发

将这些内容背诵下来，达到能够随时随地引用的地步。例如在

谈到月光时每个学生都能想到“举头望明月”，这就是长期背诵

形成的记忆反射，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谈论的月光承担着不同

的使命。例如在中秋时月光象征着团圆、思念，学生可以使用这

一句，同时学生也可以使用“月有阴晴圆缺”这一句古诗。但是

在欣喜的环境中，学生就不能使用这一句，而可以使用“在月色

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通过对名句的信手拈来，学生

的作文内容会更加充实，形式也会更加华丽，而做到这些的基

础就是大量的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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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阅读教学积累写作素材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这句话

很好的点明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

作为中学生，学生的人生阅历比较浅，生活范围也非常有限，

所以他们从生活中能够积累的素材是非常有限的，阅读就成了积

累写作资源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文章都

是教育家们在深思熟虑之后筛选的，其中都是中外大家们的心血

之作，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因此教师应该提升自身和学生

们对文本的敏感性，从阅读文本中积累写作资源。

第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阅读中积累好词好句，包括各

种修辞手法以及写作技巧的使用[1]。例如在部编版八年级上册

《记承天寺夜游》中将月光比作水的描写非常经典，教师就可

以指导学生将该部分积累下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

第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阅读中积累表达技巧，如对人

物的描写、对感情的描写和对思想的描写等。如在《背影》

中，作者通过对父亲几次背影的描写，巧妙的完成了思想感情

的转变，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该素材进行积累和模仿。

3  锻炼学生自主将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的能力

3.1吸引学生产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纵然在阅读文章中有着再丰富的写作素

材，学生不去挖掘也是没用的。对于现阶段的初中生来说，一方面

学生的语文素养比较低，另一方面他们的自觉性比较差，大多数学

生要么对阅读没有兴趣，要么对阅读的兴趣仅仅集中在故事性上，

他们只要读完了文章的故事，就将文章完全抛到一边再也不看了。

在这样的做法中，无论读再多的文章学生的写作能力都不会进步。

而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的不配合，教师往往也不能取得预期的教

学效果。因此，在教学开始之前，教师需要充分激发学生产生兴趣。

首先，教师可以采取情景教学法，使用多媒体将死的文字转

变为动态的音乐、图画和视频，以这种形式激励学生产生兴趣，从

而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引入。例如在八年级上册《愚公移山》的教

学中，教师就可以播放相关的动画片激发学生的兴趣。

其次，教师可以采取角色扮演教学法，通过让学生排演小话

剧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学生兴高采烈地排演话剧时，他们

必定会对文章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甚至还会查阅更多的资料，

深刻把握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除了再现故事情节之外，教师还

可以鼓励学生对这些故事进行积极的改编，赋予其现代意义内涵。

最后，相比较于小说的教学，散文和诗词的教学往往更令教

师头疼，因为这些阅读内容由于缺乏鲜明的故事性，往往无法激

起学生的兴趣。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积极挖掘文本本身的趣味，

同时也要从其他方面做出探索。例如教师可以从朗读的角度，在

网上寻找相关的朗诵视频，让学生观看和学习，从而体会文章的

妙处，对文章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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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

当学生对文章产生兴趣之后，教师就可以开展更加深入的教

学，将阅读和写作联系起来，挖掘阅读中的写作资源。第一，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四个方面

进行教学，让学生将目光扩散到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具

体的文本当中，从而对文章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将其在各个意

义层面上的写作资源都尽可能地挖掘出来。例如有许多阅读文章

都是在具体的时代中写成的，这些作品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时代

意义上，而非体现在普遍意义上。由于缺乏对具体时代背景的感

知，学生很可能无法和这些文章产生共鸣，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挖

掘文章在这一层面上的写作资源。例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

渡长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迹，对于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有着

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缺乏对那段历史知识的描写，学生很可能无

法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激动和喜悦，于是教师在教学时就应当首

先向学生普及当时的战争情况，国共之间的实力对比等。

第二，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分组展开群文阅读教学。群文阅读

指的是将两篇或者两篇以上的文章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阅读，其中

这些文章之间在某方面有相似性或者可比性，例如相同的主题、

相同的结构等。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对比阅读，学生能够收获比单

篇阅读研究更多的知识。在对学生进行分组时，教师需要从学生

的个性特点出发，使每个小组内部充分互补，例如内向学生和外

向学生之间的互补、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坏的学生之间的互补，

使小组之间实力对比平衡，形成竞争关系。以《藤野先生》和《回

忆我的母亲》为例，这两篇课文都是对人物的描写，于是教师就

可以以这两篇文章为基础展开群文阅读教学，让学生对“人物形

象的描写”这一问题展开对比阅读。在阅读中学生通过思索和讨

论能够从文章的结构布局、外貌等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的事

例选取等多个方面综合进行探索，从而不仅对两篇文章形成更加

深刻的理解，而且能够互相比较不同描写手法各自的优缺点，提

升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从而在写作中吸取百家之长。

3.3将阅读写作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尽管初中生的生活实践经历不甚丰富，但是生活毕竟是写作

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一个人对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决

定了他能够写出怎样的文章。因此教师一定不要将目光局限在阅

读文章中，从阅读中虽然能够获取非常丰富的写作素材，但是阅

读毕竟是“隔”了一层的，生活中获取的感受才能对学生产生最

真实的影响，将阅读和生活结合起来能够挖掘出最为真实的写作

素材。将阅读写作教学和生活联系起来需要教师充分关注生活，

从方方面面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小石潭记》中描写了

清澈的水，于是教师就可以从这一点出发，让学生观察生活中的

水，从生活现实出发体会“皆若空游无所依”，从而让学生形成真

实的生活感受，真正将这一写作素材纳入到自己的素材库中，把

握其本质，在不同的场合中进行各种变形，而不是仅仅只能够生

硬地照搬照抄。

4  通过阅读教学锻炼写作能力

4.1仿写

仿写是通过阅读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包

括两种仿写模式。第一种是对某些句子的仿写，第二种是对阅

读文章整体文风的仿写。对阅读文章中的素材进行积累只是第一

步，只有进行仿写才能够完成对该素材的转化，使学生能够灵

活运用该素材所体现的原理。例如在《社戏》中有一句关于景

物的描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

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不仅将山

比作野兽，而且与船行联系了起来，将船的前行写作了野兽向

后跑去，实在生动形象，别开生面。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该句子

进行模仿，从而使学生能够掌握该类句型的写作原理。

4.2续写

续写是对原文的延伸，学生在续写时应当将目光从文章的表

面转移到文章的内涵上，从人物的性格等方面入手，在尊重人

物性格发展的前提下尽情展开自己的想象进行续写。学生的续写

内容也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要严格衔接原文故事的发展脉络，

可以在原文的结尾部分进行续写，也可以就文章中的某一部分展

开思考并进行续写写作。例如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这篇

文章中并没有对叔叔消失的十年做出描写，只是揭示出了他的闯

荡结果。于是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续写叔叔在这消失的十年间的

经历。学生可以尽情展开想象，写叔叔这十年一直过得很凄

惨，也可以写叔叔是因为遭遇了某些变故而突然破产的……通过

续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而且能够锻炼学生

的思维和文笔[2]。

4.3改写

改写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更高一些，在进行改写时学生需要熟

悉并尊重文章原有的思想感情，以不改变文章思想感情的形式用

自己的话对文章进行二次创作，一般教师可以用这种方法让学生

对文言文等进行改写，锻炼学生对语言的掌控能力。例如《湖

心亭看雪》是一篇经典的写景小品文，其中对雪的描写可谓一

绝，教师在让学生进行改写时，应当以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氛围

为落笔基调，将重现雪景的空灵、作者的孤高和凄清为目的，

不断对自己的改写作品进行删改，在字句的斟酌中把握字词和思

想感情之间的联系。

同时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将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等形式，以

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同时锻炼学生创作故事的能力。例如教师可以

指导学生将《卖炭翁》的故事改写成话剧，同时在话剧中适当增加

一些元素，以扩充话剧的内容，增强其感染力和表现力。

4.4读后感写作

读后感是教师考察学生能力最常用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

读后感一般都是不成系统的，学生可以尽情抒发自己在阅读中的

感受，可以是关于文章整体的思考，也可以是关于某个人物、

某段细节的感触，在读后感的写作中，学生会对文章进行深入

的思考，加深对文章的印象，从而综合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

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科目，虽然教学内容被分成

了好几部分，但是每一部分内容之间都是有深刻的联系的。针

对学生写作能力差的现象，教师应该对教学方式进行反思，并

从阅读教学中挖掘丰富的写作资源对学生进行锻炼。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让学生主动对阅读内容进行探索，

从而自觉挖掘其中丰富的写作资源，同时教师将教学和生活结合

起来，将阅读中虚幻的体验转化为生活中真实的体验，提升学

生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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