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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化学习在初中语文写作构思教学中的应用路径分析
杜灵珍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写作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占重要地位。构思是写作过程中的中心环节和关键所在，动笔之前的精心构思对整个写作过程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初中生的写作，以及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诸如主旨立意不高、内容空洞无物、选材千篇一律等。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往往会让学生对一些优秀作品进行模仿，或者停留在教授知识和技法的层面。本文通过对初中语文写作构思教学存

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分析，梳理和开发写作构思教学的内容，并尝试运用问题化学习的策略来进行写作构思，以期为写作教学的研究贡

献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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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语文写作构思存在的问题

（一）写作前审题不清不细

在语文写作中，往往学生拿到题目后简单浏览题目以及题目

简介后就动笔写作。审题不认真常常导致写作开始后，才发现内

容与题意不符，为了挽救，生硬将内容拽回来，与题目生硬联系。

审题不准、偏题、理解不全面，为抓住题目中心思想，作文内容

未体现出题目意图，没有从整体上把握话题的内容指向，使得学

生没有把握住题目的重点和中心，导致学生的作文扣分严重。

（二）写作选材不合理

作文选材来源于生活体验，但是不少学生无法从生活经理选

出最符合题目的材料，材料缺乏新意，进而情节不新型，作文立

意层次不高。此外，对于一些题目，学生选用的素材相似。例如，

亲情类的写作，学生往往选用放学下雨父母冒雨送伞，深夜生病

父母不睡觉送我去医院并陪伴，父母下班拖着劳累的身体给我做

饭等。但是，这些材料大同小异，使得学生的作文并不能脱颖而

出，但由于不会选材就只能采用最熟悉的写作材料。由此，我们

也可以发现，学生平时不重视观察生活、积累素材，没有素材积

累的意识和习惯，写作时生搬硬套。其实，写作材料就源于生活，

如何从更新颖的角度展现生活中的材料，是学生需要继续努力的

方向，这也需要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

（三）写作立意模糊偏离

记叙文写作过程中，学生常常选用熟悉的人、事、物，发表

自己拿得准的见解和感受。对于一些角度新颖的题目，学生往往

把握不准，在写作前没有确立文章中心。这导致后期学生写作内

容随意，写到哪算哪，自己也不清楚表达意图和文章中心思想。

部分学生对事物的理解浅薄，只有浅层的生活经验，导致写作内

容无法突出题意，出现立意跑偏的情况。例如，作文题“成长的

烦恼”，有的学生写“父母的唠叨让人烦恼”，这种选材教育意

义不大，并没有突出学生对成长困惑的思考、对成长方向和把握；

部分学生写“学习让人烦恼”，传达出一种厌学情绪。这些作文

发映出学生对事物的理解浅薄，尽管也许是学生的真实想法，但

并没有突出文章的意图，学生并没有明确成长方向，未传达出正

能量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使得文章内容立意不高，作文层次比较低。

（四）写作动笔草率间断

不少学生没有写作列提纲的习惯，文章的整体架构是边写作、

边思考，这使得文章整体构思不完整、不系统。很多学生读懂题

目后就匆匆下笔，未对写作内容展开思考，读出一点题目相关的

信息就动笔。这种前期思考少、动笔匆忙，导致学生的写作内容

不深刻，角度不新颖。有时题目可以从多角度思考、着手，但是

没有深层次地思考，学生就无法找到新颖的立意。在写作教学实

践中，我发现，很多学生作文写到一半不知道往下如何写，只能

东拼西凑找材料，导致文章整体比较松散，前后内容关联不大。

在考试时，经常可以发现学生边写边想，写写停停，读他们的作

文我们也发现文章没有一气呵成的感觉，不够连贯、不够完整的

感受，结构不紧凑。

二、问题化学习的特点

（一）以问题解决为核心

问题化学习最明显的特点是解决问题，让学生回答一些经验

性、事实性的问题，引导他们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策略。问题化学

习过程中，学习方式是不断地解决问题，进而构建出知识体系，

形成自我理解和认识。但是问题化解决并不像平时课堂上教师的

提问，而是一种广义的问题解决，这两者有区别。

（二）是持续的学习行为

问题化学习是持续的学习行为，围绕中心内容，学生不断提

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找到核心答案，学生进行了一个持续的

学习过程，学习是连贯的。这种问题化学习是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是一个问题链，思维连贯，问题相互联系，因此是持续的写作行为。

三、问题化学习在初中语文写作构思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围绕中心词建立问题链，有效审题

作文构思的基础工作在于审题，审题的作用在于分析题目的

要求，明确题意，找到写作重点，明确写作体裁。审题需要学生

养成一定的问题分析能力。

初中作文以命题为主，要仔细、反复研读题目，分析题目中

隐藏的深层含义。在审题时，教师可以教学生抓住题目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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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键词入手，再分析关键词的修饰语，进而分析出题目要求。

不少题目含有隐喻意义，这更需要学生仔细推敲、研读。每一篇

写作任务都需要仔细审题，推敲题目中心含义。

例如，对于“这件事的影响”这个作文题目，“影响”是其

中的关键词，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清晰，是什么影响？这一影响是

好还是坏？被影响后的结果是怎么的呢？在审题时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明确上述问题，将“影响”具体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

一系列的问题集，使得题目的中心含义逐渐明晰。又如，在“牢

记这件事”这个作文题目中，教师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问题集引导

学生思考。题目的中心词是什么？这件事是什么事？为什么要牢

记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通过问题串的引导，题目的中心

含义逐渐明晰，学生分析出这篇作文的中心、写作内容和基本的

写作思路，再在下一环节将写作思路细化即可。审题就清晰认真

地理解题目的意思，题目通常并不仅含单一层次的含义，在写作

时要深入分析和解读，弄清楚深层含义和指向。教师可以通过一

串问题链引导学生思考，帮他们挖掘题目的深意。

（二）确立中心问题，明确文章立意

立意是构思的中心环节，立意这一环节决定了文章的中心思

想和整体的写作内容。初中作文以记叙文为主，记叙文写作的重

心在于确立文章的中心思想，在写作中围绕中心开展叙述，写明

文章“为什么而写”“阐述的道理是什么”。通过问题化学习模

式引导学生构思，就是要围绕中心问题，让学生组织思路。

例如，“青春时光”这个命题作文，教师可以围绕题目，让

学生发散思维，“青春时光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度过青春

时光”，显然第二个问题突显了这篇文章的中心，从这里入手，

学生可以阐述对待青春时光的正确态度。“青春时光”可以是紧

张而忙绿的，也可以是轻松而愉快的，最重要的还是丰富多彩的。

分析出了这一层含义，学生就可以围绕这个问题筛选、梳理写作

内容，阐述清楚事情的发展过程，讲明故事的中心思想。自然，

“我们应该如何度过青春时光”就成为整个写作的“中心问题”。

写作过程中的中心问题，可以依据不同的命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可以选取不同的重点。

（三）提纲挈领，组织文章架构

审题、立意之后，就要构思写作框架，组成文章结构，即确

定提纲。初中作文以记叙文为主，但是学生在叙事时，体现出逻

辑思维能力弱的问题，文章各段落缺乏逻辑，没有联系。提纲是

谋篇布局的有效办法。学生可以围绕题目自己提出一串问题链条，

用思维导图围绕题目立意展开，列出一条逻辑线索，进而形成写

作框架，谋篇布局。

比如，在“难忘的一天”这篇记叙文写作任务，题目贴近生

活，可写的内容很丰富，只要是围绕“一天”这个中心词来写，

限定词是“难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个题目展开思考，建

立一系列的问题串。“难忘的一天是指哪一天？”“这一天具体

发生了哪些事件？”“这一天的什么让人难忘？”“通过这一天，

你得到了哪些收获和成长？”根据思考，学生将这一系列问题具

体地展现出来。

问题化学习让学生建立了基本的写作逻辑，同时筛选出主要

的写作内容，学生在提炼主旨、选择材料的同时，基于文章的中

心思想，或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关系，或按照内在的逻辑顺序，

把所选用的材料，有步骤、有主次地组织起来，将它们组成一个

有机完整的整体。这样，一个题纲就呈现出来。

（四）思维导图，优化文章构思

审题、立意、提纲之后，就是写作文章。思维导图是写作中

有助于调动素材、筛选素材的工具之一。在写作过程中，学生可

以通过思维导图来优化写作思路和内容，进一步提升文章的水平。

在记叙文写作中，为了突出某一主题，往往无法完整地记录下所

有的信息。只能筛选、裁剪出最重要的信息，运用这些信息来表

现某一个特定的中心时。思维导图的作用就是剪裁出关键信息，

强化那些与中心紧密相关的部分，淡化甚至删除那些与中心关系

不大的内容。

比如，在构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篇写作任务中，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思维导图对素材进行筛选。由于这个题目已

经明确了文章的中心是表现“精神”，因此，接下来学生既可以

从抽象的感受入手，也可以从具体的人、事、物入手。这就需要

学生进行比较，找出能充分展现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事件，使得写

作内容令人信服，突出人的精神风貌。比较和筛选之后，学生建

立起一个“有具体精神的人”的形象，可以是积极进取的精神，

也可以是坚持不懈的精神，也可以是乐观豁达的精神等等，以具

体的事件和细节来支撑写成记叙文。或者遴选名人事迹，发现其

中令人震感的精神点，写成议论文。

四、结语

问题化学习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是一种持续

的学习行为；通过展开问题链，得到学习思路。总体而言，问题

化学习依托于学科知识，以向学生提问为起点，教学目标明确，

是一种三位一体化的学习方式。在初中写作构思教学中，使用问

题化学习模式，可以有效引导学生的思维，逐步解决学习问题，

消除学生对写作的畏难情绪。问题化学习在写作构思教学中具有

重要的价值，并非简单地教授写作的知识与技巧，而是引导学生

真正掌握写作构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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