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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递式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史天婧

（泾川县荔堡中学，甘肃 平凉 744300）

摘要：初中语文中的写作部分是老师们教学的重难点，也是学生们学习的重难点。本文首先提出了初中语文传统写作教学的最大

问题，随后简单的介绍了目前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部编本教材中的层递式教学模式，基于汲取层递式教学模式中精华部分的态度出发，

讨论在其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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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初中语文中的写作部分是老师们教学的重难点，

同时也是学生们学习的重难点。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

基于新课程改革标准，在这 20 年里，教学工作者们一直在不断努

力地探索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模式。在探索过程中，也曾出

现各种问题，结果不尽人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阶段教学中所使用的部编本教材就是以

层递式为主要结构，能经过试点实验到成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

充分说明其中包含的教学模式的优越性与有效性。本文基于汲取

层递式教学模式中精华部分的态度出发，讨论在其在初中语文作

文教学中的应用。

一、初中语文作文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毫无疑问，初中语文教学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作文教学部

分，众多教学工作者以及专家学者自然对这样的重难点给予高度

重视，因此发现初中语文作文传统教学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其中有一点最应该注重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作文教学偏于

应对考试。

语文老师如果以应对考试为出发点，以帮助学生在每一次语

文考试中得到满意的作文成绩以提高语文的整体成绩为目的，则

只能是使得学生提高写作的技巧性。这样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作

文内容技巧堆砌，这样利用写作技巧写出来的文章，即使是在考

试中取得不错的作文成绩，并成功的提高了语文的整体成绩，对

初中语文老师来说也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有效的教学，相反的，

是完全违背了新课程改革的初衷——通过有效教学，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

技巧性作文只需要老师的仔细交代各种类型作文的要点，并

给出适用使用的技巧即可；学生只需要课堂上认真记录要点，考

试前多背诵并记住作文技巧，就很容易取得一个不错的作文成绩。

这样的教学模式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简单来说就是老师们通过

传授作文技巧，提高了作文平均分，这样以来老师们就会以为这

是初中作文教学中的一个捷径，他们会不断使用这个引以为宝的

“好方法”，并屡试不爽，而从表面上看学生也会因此受益良多，

啃下了初中语文学习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也会更加对作文技巧的

学习坚定不移，钟爱有加。但事实上呢？坏处远比好处多。

的确，从考试成绩上来看，利用技巧性写作不仅可以解决初

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难题，也可以解决学生们写作中的难题，这

是一个双赢的“伟大”教学方法，可事实上，学生在写作过程中

只顾着分析这是哪种类型作文适用老师说的哪种技巧，而忽略了

写作过程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即对于词句推敲的思考以及情感上

的共鸣。过度的使用技巧，缺乏情感，势必导致作文内容空洞不

饱满，流于表面，故而作文不会具有文学价值， 而学生也不会体

会到写作带来的快感，作品完成时也不会得到满足感，很难对写

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更不会真正提高写作能力，实现综合素质的

提高。

二、层递式教学模式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应用

层递式教学模式是部编本教材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指在教学

过程中将学习内容分解成阶梯状，这样通过难度逐层递进的方式，

可以将原本高难度的知识让学生较为轻松的地握，减小学生学习

压力的同时，还可以在短时间就收获效果，建立学生的自信心，

鼓励其学习的积极性，以形成良性循环。

（一）拓展阅读积累写作素材，丰富语言基础

通过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一点，那就是写作对于初中生的

一个最大的难处其实就是无从下笔，造成这种现状是因为初中生

词汇量与语句的积累不够，在写作过程中即使构思了一个非常好

的大纲，但因为词句匮乏，有写作思路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通

过书面写作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通过拓展阅读，多看国内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打开对于遣

词造句的格局，然后可以摘抄自己认为写的好的、可以用到日后

写作中的词组、句子，丰富语言基础，一点一点的积累写作素材，

这样可以解决初中生写作最大的一个无从下笔的难题。

【案例】为了解决拓展阅读的路径，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举

办图书角活动。同学们将自己有的书带教室，同学之间相互交换

看，例如一个同学买了《朝花夕拾》，自己看完之后就扔到一边，

但带到教室有其他同学喜欢看，看完之后这些同学之间可以相互

交流自己的读后感想，一来是对这本书的一个内容回顾，加深了

阅读痕迹；二来通过相互交流可以提升学生们的阅读兴趣，有利

于拓展阅读。开始时，图书角刚开始时，会让同学们写读书笔记，

把这个当做一项作业布置给大家，读书笔记的内容就是摘抄部分

加上自己对于摘抄部门的思考得出的感想，随着这个图书角的推

进，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被带到教室，同学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写

读书笔记，在内容上也越做越好，于是在班级举办了一周一次的

读书笔记交流会，让同学们主动向大家分享自己的读书笔记，这

样可以帮助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图书角帮助打开同学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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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门，读书笔记帮助积累写作素材，丰富语言基础，交流会

帮助大家汲取经验，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和阅读兴趣，有利

于日后写作。

（二）学会模仿写作，从句、段、全篇文章的顺序进行

通过举办图书角活动、做阅读笔记、开展读书笔记交流会拓

展阅读，积累了写作素材和丰富了语言基础，这是解决初中作文

教学重难题的第一步，让同学们写作时不至于无所下笔，但是文

章不是华丽的辞藻和句子的堆砌，而是有思考有逻辑有情感的内

容，所以接下来就要解决内容质量的问题。

写作是需要不断练习的，但怎么练习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老

师只是布置一个作文题目让大家完成一篇文章，那么无论布置了

多少个写作作业都是不够的，因为不会写的还是不知道怎么写，

只是凑够了字数，由于之前的写作基础积累，把文章的部分片段

或者单个句子拿出来看是很优秀的，但是放在文章里整体来看又

显得格格不入，整个文章缺乏连贯性、逻辑性，根本不能算作是

一篇合格的作文，但同学们自己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下一

次的写作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没有

逻辑的文章就是一盘散沙，经不起细看，更经不起推敲。

所以，阅读练习贵不在量，而在于每一次练习的质，经过一

次写作练习之后，同学们可以从这次的练习中学到什么，找到自

己作文的问题是什么，改正的方法是什么。提升写作地质需要老

师与同学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需要老师的引导，这个引导不仅

仅只是布置写作任务。

想要提升学生作文内容法质量就要有一个样本，这个样本就

是仿写的对象，这时候老师就可以先找出一些优秀句子，让同学

们先从仿写句子开始。比如“丰收的季节里，稻田里的水稻太美了，

一阵微风拂过，金色的水稻随风摆动，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掀起

的阵阵涟漪”这句，孩子们之前可能在作文中很难有这样的生动

形象的描述，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对这样的景象进行描写，只是“稻

田里的水稻太美了，一片金黄”，缺乏生动形象的修饰，那么可

以从这样的句子让他们进行仿写，养成对语句修饰的写作习惯，

当见到秋天的稻田就会想到金色海洋，见到春天的杨柳就会想到

舞动的少女，见到冬天的太阳就想到害羞的少年……经过多次句

子的仿写训练，积累了这样的修饰句式基础之后，就可以着手段

落仿写了。

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主题句，一个段落就是通过这个主题句

展开的，老师需要找出优秀的段落，先让同学们认真阅读并找出

主题句，在通读段落找到主题句之后，就可以明白这个段落想要

传递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又进行到练习句子的部分，只要围绕

主题句，紧扣段落思想进行拓展，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一个作文段落。

多次进行这样的练习，也让学生能够明白每一个作文段落都是有

特殊意义的，都是用来输出作者思想的一个路径，都承载着作者

的思考，缺一不可。那么就可以让同学们自己想出一个主题句，

然后写出一个段落来拓展这个主题句。

段落之后就是对于文章的仿写了。一篇文章绝对不是几个段

落的堆砌，段落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或是时间逻辑或是空间

逻辑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老师们可以找出多篇优秀作文让同学们

指出这篇文章的逻辑构成，在找出逻辑之后，再将段落打乱，让

他们体会逻辑对于一篇作文连贯性的重要。接下来就可以布置一

篇作文下去，检查大家的掌握程度。

（三）立足现实生活，提升文章的真情实感

在学生经过积累写作基础、仿写训练之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

写作能力，在内容上可以保证有逻辑和连贯性，具有一定的质量。

但是一篇好作文的灵魂就在于体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那么如果

日常的写作练习中老师可以立足于现实生活，多从现实生活的角

度出发布置写作题目，这样学生们就可以联系现实，作文中就会

添加生活气息的氛围，提升文章的真情实感。

与此同时，学生们还会养成观察生活点滴的习惯，将自己生

活中的真实见闻作文自己写作的素材，摆脱只靠空想的写作方式，

文章的内容能体现作者的生活，字字句句都充斥真情实感。这样

的练习之后，就可以让学生们练习将生活与想象结合写作，毕竟

每个人的见闻有局限，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生活情景，那么这个时

候就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发挥想象力继续创造。

这样的方式不仅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和提高语文成绩，更是

对孩子的成长受益匪浅，写作可以成为他们是学生表达自己内心

的一扇窗，帮助他们传达自己在生活中点滴想法，激起写作兴趣

并让他们爱上写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总结了我国传统初中作文教学中的最大问

题，在基于对部编本教材中层递式教学模式的理解，提出层递式

教学模式在初中作文教学中的应用途径，层递式教学模式需要老

师们在教学前做更多的准备，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出这种教学模

式的优势。初中作文教学是众多教学工作者、专家学者多年来一

直重点关注的重难点，而层递式教学模式在初中作文教学中的应

用，就可以将写作这个难题一层一层的分解，从积累素材到仿写

再到注入真情实感，这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将难题变成

一个个不再让孩子们生畏的常规问题，让他们在掌握写作方法和

能力的同时，发现其中乐趣，爱上写作，乐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最终实现新课改的意义，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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