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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策略探析
李　冬

（日照第三实验中学，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伴随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在不断革新发展。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为主要目标，在新课标的发展背景下，也不

断发展创新。初中语文写作是初中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作文是学生各科成绩、各项活动的综合表现。”因此，

初中语文教师还需要不断探索初中语文教学策略，以提高初中语文写作教学效果。本文探究了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了几条提高语文写作质量的策略，以期为推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改革创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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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提出：“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

合体现。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

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由此可见，

作文写作训练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地，指导学生写

作也就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工作。而恰恰是这一要事，几乎成了

教师最头疼的问题。学生害怕写作文，写作时总是无从下手；而

教师苦于不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一、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现存问题

（一）教师写作教学方法比较单一

写作以想象力为基础。写作教学模式应当多样化，具有灵活性。

但是，不少语文教师不重视写作教学模式，使得写作教学模式缺

乏创新。再加上，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中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

教学方向。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成绩，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些固定

的写作模板，要求学生套用固定模板进行写作。但这影响了学生

想象力的发展。长期受模板影响，学生的思维固化，创作能力下降。

这样，尽管学生的作文成绩得到一定提升，但是学生的写作能力

并未有实质性的发展。这是写作教学方式单一带来的问题。

（二）学生作文缺乏新意

写作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写作教

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思维，启发学生灵感，使学生发展自己的写

作风格，是初中写作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教学中，教师要引

导学生思维，而不是将自己的写作思维强加给学生。但是，由于

初中作文教学模式相对固化，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将

自己的写作思路传递给学生，没有有效引导学生的写作思维。这

就导致初中学生的写作缺乏新意。基于此，研究思维引导方法、

提升学生在写作上的创新能力，成为初中写作教学的重要任务。

（三）学生缺乏足够的写作创作兴趣

写作依托于学生的生活经历、个人体验。写作应当是有感而发，

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所悟所感。但是，初中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

使学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写作。另外，初中学生忙于处理

学习任务，业余生活相对单调。这使得学生没有丰富的创作素材。

这样，即使学生掌握了写作的方法，也无从下笔。长此以往，学

生的写作兴趣下降，使学生习惯逃避写作，或者态度敷衍。基于

上述分析，如何丰富学生生活，让学生获得更多所悟所感，是初

中阶段写作教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增加学生阅读量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所谓熟能生巧，学生阅读量提高了，阅

读和写作水平自然也跟着提升了。教师应该在阅读教学工作中，

对学生适当引导，引导学生分析人物的感情、作者的写作手法。

除了课上阅读，学生也要做一些课外阅读。初中教学给学生推荐

了一些优秀书籍，包括古诗词选集、中国古典名著、外国名著等。

但是初中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常常忽视课外阅读。学生的阅读

量少，影响写作能力发展。因此，如何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也是

写作教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策略

（一）做好作文教学前准备工作

开展作文教学之前，要先做好教学准备工作。教学准备工作

有两项，分别为：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整理写作思路。

这两项准备工作，对于提升写作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我就这

两项写作教学准备工作展开讨论。

1. 创设写作情境

教师在课堂上提出写作主题后，需要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思考。

情境强化了学生的感受，学生在情境中，获得感悟。而后，学生

写作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例如，教师可创设如下情境：某次小学运动会，百米赛跑项

目，两位小学生同时摔倒。在场的两位家长做出不同的反应，一

位家长站到孩子面前，并未搀扶，鼓励孩子爬起来继续参加比赛，

尽管这位小学生站起来后，其他选手都冲过终点线。另一外家长

慌忙地将孩子扶起来，仔细询问是否受伤。这个场景，学生比较

熟悉，可以产生很多情感共鸣。之后，教师可让学生展开讨论。

最后，学生整理出自己的观点。这样，在这个情境内交流讨论后，

学生形成自己的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更得心应手。

2. 归纳、总结、提升

学生在学习情境内交流讨论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经

过这个过程后，学生还无法顺利成文。因为，此时，形成的情感

还比较模糊，学生需要进一步整理、总结，将思维理顺。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需要给于学生适时地引导。比如，帮助学生整理写

作思路、安排篇章结构等等。这样，这情境中形成的模糊印象，

被整理成清晰的逻辑思维，再进行写作时，学生就感觉轻松了许多。

只有先形成清晰的思路，学生才能写出漂亮的文章。如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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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混乱，那么行文时，学生会感到有情难抒。为解决这一问题，

教师需要鼓励学生提问。当学生遇到问题时，大胆提问。比如，

写作过程中思维中断，不知道下文应该写什么；比如，不知道如

何抓住写作主题。学生提问后，教师才能了解学生的问题，并给

予针对性解答。教师可以多提供几条写作思路，使学生打开思维。

思维打开了，思路才能更清晰，行文才流畅。

（二）用心批改，语气亲切

批改作文是教师了解学生写作问题的必要途径。作文批改的

过程中，教师发现学生的写作问题，并予以纠正；如果作文批改

得当，学生的写作兴趣还能得到提升。在批改作文过程中，教师

应该应用正确的作文批改方法。

批改作文的目的，是纠正学生的写作问题，提升学生的写作

水平。教师要以中学生的写作水平为参考，批改作文，不可要求

过高，也不能要求过低。批改作文时，教师需要考察两项内容：

其一，写作思路；其二，语言组织能力。评语应做到精炼，准确，

切实指出作文的有点和不足，避免套话。优秀的评语，可以帮助

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提升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作文批改有技巧。作文评语的语气要亲切。如果评语的语言

刻薄，那么学生往往不会接受教师在评语中提出的批评意见。 特

别是写批评性的评语，教师更需要关注评语的语气。语气尽量委婉，

温和地指出作文中的不足。教师可采用谈心式的语气，和学生拉

近距离，让学生接受批评意见，让学生反思自己在写作中出现的

问题，并不断改正，完善写作。

（三）注意讲评过程中的情感与方法引导

1.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写作，是表达情感的过程。每一篇习作，都能体现作者的情

感。这种情感或是喜悦、或是悲伤，或是愤怒，或是欣慰，情感

也有浓有淡。优秀习作的共同特征就是情绪感染力强。提升习作

的情绪感染力，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表达技巧。在作文讲评过程中，

教师要有的放矢，给学生介绍一些强化习作的情绪感染力的技巧。

例如，“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就有助于增强文章感染力。

教师在讲评过程中，可将学生的习作，按照“欲扬先抑”的写作

方式进行修改。之后，再让学生对比前后习作的感染力，引导学

生产生感情共鸣。通过这种训练，学生逐渐掌握写作方式，提升

写作能力。

2.，挖掘习作之美，增强习作之美

习作能体现“美”。写作能力好的学生，都具备一双善于发

现美的眼睛。在作文讲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在习作中体现美。

初中习作，或写景，或写人，或论事。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赞扬美，

贬低丑。作文讲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挖掘习作中的美。习作中

的美一般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精神美；其二，语言美。精神美

是指，习作中赞扬的高贵的精神品质。语言美体现在文章语言风格、

行文逻辑上。引导学生发现美，使学生得到美的享受，有助于提

升学生的写作兴趣，克服写作过程中的畏难心理。

3. 保护创造力，尊重个性

学生们的生活阅历、个性品质、兴趣爱好都不尽相同。而这

种不同，在习作中能够体现出来。每位学生的习作都带着鲜明的

个人色彩。优秀的作文讲评课程，应该尊重并保护学生写作中的

个人色彩。教师应具备敏锐的观察和捕捉能力，总结学生的个人

色彩，并设计有效的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可根

据学生的个性特征，为学生设计作文指导方案，让每位学生都能

按照自我喜好、按照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组织文章。这样，学生

的创造力被保护，写作兴趣不断被激发，写作能力逐渐提升。

（四）培养写作兴趣

莱辛有一句名言：“好奇的目光常常可以看到比他所希望看

到的东西更多。”兴趣可以形成学生的内在力量，使学生产生强

大动力，让学生产生自我追求、自我鞭策的力量。对于写作教学，

激发兴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生一旦有了写作兴趣，他就会勤

于练习、勤于思考。培养学生写作兴趣，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1. 读写结合，以读促写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课文的写作方

法，让学生将方法用在自己的习作中，打好写作基础。比如，学

完某篇课文后，给学生布置续写任务。这种续写任务比较有趣，

学生不会把它当做一种压力，而是当做一种乐趣去进行创作。由此，

以读促写的方式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让学生对

写作手法、表达方式，现学现用，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2. 记录生活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学会观察生活，积累生活见闻，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收集写作材料，要让学生勤于动笔，表

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要让学生多讨论，多借鉴好词好句。例如，

布置写作任务，让学生介绍当地风俗。教师可在第一学期寒假期间，

指导学生在寒假过年期间，留心观察家人过年时的各种风俗习惯。

如年前的习俗：大扫除、贴对联、敬天神、拜年。年后：转妹家、

上灯、扫墓等。这样，写作任务和生活联系起来，写作的趣味性

更强了。学生在生活中观察、体验后，可以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

文章。

三、结语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入，如何创新写作教学方法，成为语言

教育的重要问题。以学生为主体，有效启发学生思维，切实提高

学生的写作能力也是当前语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写作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每位学生都有不同的写作思路。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从准备、写作、批改、讲评这四环节入手，

设计有效的作为教学方法，不断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1] 毕玉杰 . 寻方探源水到渠成——初中作文教学课堂实践性

研究 [J]. 教育界，2020（52）：16-17.

[2] 周红伟 . 探析核心价值观下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提升策略 [J].

课外语文，2020（36）：117-118.

[3] 刘婉 . 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联想思维能力的方

法 [J]. 语文世界（教师之窗），2020（12）：39-40.

[4] 咸晓凤 . 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J].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9，33（01）：104-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