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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策略探究
汤小琼

（重庆市武隆区实验中学，重庆 408500）

摘要：无论是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减负提质的要求，还是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写作的要求，教会学生写作文是基本的要求，教学

生写好作文是终极目标，而这个目标实现，在学习方法、尝试运用、修改点评、积累拓展的策略下，在循序渐进、千锤百炼下，我相信，

学生学会写作不成问题，写好作文也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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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教学改革的到来，“减负提质”成为热议话题，

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思考：如何在自己学科领域里实施减负措施，

才能达到提质的要求呢？作为语文学科的重头戏——写作也不例

外。我们知道，对于刚进入初中的学生来说，写作其实挺难的，

2022 年《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写作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独立完成写作的意识，注重写作过程中搜集素材，构思立意，

列纲起草，修改加工等环节，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

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能与他人交流写作

心得，互相评改作文，分享感受，沟通见解，……作文每学年不

少于 140 万字，其他练笔不少于 1 万字，45 分钟内能够完成不少

于 500 字的习作。”

如何在新课改背景下达成这一写作目的？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个人的教学经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授人以渔，在课文学习中学习写作方法

刚进校的初中生，你就让他们在 45 分钟去写一篇 500 字以上

的作文，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会被一闷棍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他

们不知该如何下手去写啊！所以在学生第一次写作时，我们一定

要想怎样的方法让他们觉得写作并不难，并且还敢于大胆地去写

呢 ?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让学生在名家大师的课文学习中去学

习写作方法，让他们知晓怎样去用这些写作方法，从而去学会写

作文。

下面我们以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优美的写景散文朱自清的

《春》教学为例，从中学习写景抒情的写作技法。我们可以分为

以下几步走：

第一步，激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知道，美的东西人

人都喜欢，自然美景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单元时，首

先对进入第一篇《春》的教学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导入，让学

生在朗读和学习中体会作者笔下春的美，感受春的语言美，意境美，

结构美。进入课文学习后，我们不能给学生直接分析本文的语言

美在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排比、反复和大量副

词、形容词的运用，以及各种感官的调动等。所以，在进入文本

学习之前，我们首先要激趣：喜欢春天吗？学生一定会回答喜欢，

为什么喜欢春天呢？学生也一定会各抒己见，然后我们引出本文

的大家朱自清也喜欢春天，我们走进去看一看，他喜欢的春天，

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呢？

第二步，把握文本内容。请同学们带着问题走进课文的朗读，

在学生读完之后，我们可以设计这样几个问题，作者笔下的春天

美吗？很美。他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写了春天的美呢？写了春草、

春花、春风、春雨以及春天的人迎春等内容。这里作者告诉我们

写作文的时候一定要言之有物。

第三步，语言赏析。那作者是怎样把她所看到的这些美景

描写出来的呢？请同学们以这种句式来自由大胆的发言，“我觉

得……这句话很美，它美在……”，学生可能在小学的基础上是

能够谈到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的，教师鼓励孩子们尽可能地去

把本文的比喻、拟人修辞手法的句子找出来，以此来引领同学们

掌握这一篇文章中描写事物可以借助比喻、拟人的手法，并且具

体的讲清楚什么是比喻，什么是拟人，他们在文章中有什么作用，

这样就加深了同学们对这两种修辞手法的理解，然后教师再补充

同学们可能没有掌握的排比、引用等修辞手法；同学们在赏析语

言美的时候，除了修辞手法的运用之外，还有可能有的同学找到

了动词或形容词甚至是副词运用，这时我们就要自然而然的引出

对词语的赏析，如果没有学生想到或找到这一点，教师可以抛砖

引玉举例赏析，比如举个例子，“小草偷偷地从地里钻出来，嫩

嫩的，绿绿的”我们可以以此句为例，带出动词“钻”生动形象

地写出了小草破土而出时，用力往上的挤进写出了他旺盛的生命

力，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又如“嫩嫩的、绿绿的”这

两个口语化的形容词叠词写出了春草的颜色质地，而“偷偷的”

这一形容词赋予小草拟人的情态动作生动形象的描摹初春在不经

意间悄然而出的情态，通过这样的分析，让学生试着去找出文中

其他相关句子的动词或者形容词或者其他词的运用并分析其作用，

比如后文中的“闹，”把蜜蜂采蜜的热闹场景以及声音写出来了，

又如“抚摸”生动而巧妙的写出了春风的温暖和柔情，还比如“薄

烟”准确而又生动的写出了春雨的细腻轻盈迷蒙等特点；除此之外，

作者描写春天的美丽景象，还调动了一系列的感官，教师可以这

样去提示他们，请同学们去把通过感官描写春天的美的句子找出

来，同学们很容易找到关于春风的那一个段落的通过感官描写景

物，然后教师继续引领他们去思考：作者通过哪些感官的描写，

写出了春风的哪些美好呢？教师先举个例子，如“花里带着甜味

儿”，通过味觉写出了花儿带给人美好的感受为例子，让同学们

去相应的段落，找出嗅觉写春风特有的芬芳的句子，如“风里带

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通过

听觉写春天悦耳的声音的句子，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

也成天嘹亮地响着”，以及全文中大量运用视觉描写春花，春草，

春雨等句子，通过对这些句子的赏析，从而让孩子们明白，原来

描写春天的美景，还可以通过调动我们的感官来描写；其实通过

分析作者运用修辞、用词、调动感官等手法来写景学生相对还比

较容易掌握，而文中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对学生

来说，它是有难度的，比如写春草的段落，第一句“小草偷偷的

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写出小草生长的情态，以及它

的颜色，它的质地等，这种直接写对小草的描写就是正面描写，

然后“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躺着打几个

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等，这六个动词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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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草地上的活动，写出了春草带给人们的欢乐，这就是侧

面描写。教师以此为例，引导学生找出正侧结合的手法的句子，

又比如在写春雨图的时候，同样也是先正面描写出了春雨的细腻

轻盈迷蒙等特点，然后写出叶子小草的颜色情态，以及人们在雨

夜的散步与地里的农民在雨地的工作，房屋在雨中的寂寞等等，

这就是从侧面的角度来写出了春雨让人喜爱。

第四步：学习结构与意境的设置。以上这几点着重是从语

言的角度来分析作者笔下的景物之美，这也是我们对文章重点内

容——春草、春花、春风、春雨、迎春等绘春部分的学习，我们

还发现，全文围绕一个春字在展开第一自然段还写了作者的盼望

春天的到来以及最后三个自然段写了作者对春天的赞美，这样通

过开头的盼春，中间重点的绘春和结尾的赞春，我们可以学到文

章采用总分总结构，这体现了作者构思的新颖精巧，不落窠臼，

也让我们读到了文中有画，文中有诗，诗画合璧的艺术境界，从

而体现了文章的结构美与意境美。

总 之， 作 者 在 写 景 的 字 里 行 间 融 入 了 自 己 的 深 情， 结 尾

也直接抒发对春天的赞美之情，这种写作手法叫写景抒情，

情 景 交 融。 在 精 心 学 学 习《 春》 以 后， 我 们 以 此 为 鉴， 可 以

继 续 学 习《 济 南 的 冬 天》，《 昆 明 的 雨》， 从 而 更 好 地 理 解

修辞手法，用词、正面侧面描写以及写景抒情的写作手法。

   同样在写人叙事类的写作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同一作者《背影》

为例，来掌握如何写作写人叙事类的技巧。在《背影》一文当中，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以“背影”这个特殊对象为线索贯穿全文，

全文运用总分总的结构，开篇通过写“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开篇点题，引出下文忘不了的是为父亲我买橘的背影，结尾运用“在

晶莹的泪光中，我又看见他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来照应开头，篇末扣题；在具体描写望父买橘的背影和父子惜别

的背影中，我们首先可以理解作者围绕中心选材刻画，重点突出

这一写法；同时，这篇文章除了写父亲为我买橘这件事以外，还

写了父亲为我挑选座位、照看行李、嘱咐茶房照顾我等等很多小

事儿，但这些事情都是一笔带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写作时

要注意材料的详略安排；在望父买橘的背影当中，作者在刻画人

物形象时灵活运用了外貌描写、动作描写、贯穿全文的极少的言

少情深的语言描写，以及我的心理描写；作者把感人的望父买橘

背影写在父亲失业、丧母、家破、年事件高的人生窘境中铺陈开

来，可见铺垫手法的匠心独运；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全文写作

者见父亲、睹家境，想祖母的难过之泪，父亲买橘子的感动之泪、

分别时的不舍之泪，以及读父亲来来信时，想到父亲老境如此颓

唐的辛酸之泪时，我们明白，真正动人的文章一定要融进自己的

真情实感。全文通过背影这一独特的视角，采用不同的写作技巧，

把父爱子，子怜父的深情含蓄地表达了出来，而这些写作技巧恰

好就是我们在写人叙事类作文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二、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尝试运用写作手法

人们常说：光学不用假把式。学以致用，是我们学习的终极

目标。学好每一篇课文，是我们会写作文，写好作文的基础。如

何将我们在课文学习中的写作技巧灵活运用呢？那就需要我们不

断鼓励学生进行写作，尝试将所学的写作技法通过写作来理解运

用。我们在学完第一单元的写景散文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次

写作训练，鼓励学生进行写作，第一步我们可以进行仿写，以《春》

例，我们可以首先仿写片段，因为第一单元有写春的文章，写冬

的文章，我们可以以《家乡的秋》来仿写第一课，教师可以给他

们来个开头：盼望着，盼望着，秋风来了，秋天的脚步到了；教师，

再给同学们仿一段秋草的部分：小草悄悄地在阳光下成熟了，黄

黄的、长长的。土地里，山坡上，瞧去一大片一大片都黄了。坐

着躺着打几个滚，踢几脚球，捉几回迷藏，赛几趟跑。风轻悄悄的，

草软绵绵的。在这样的引领下，让孩子们把我们在文中所学到的

写作技巧都能够落实下去。第二步，写作要自主创新。人们常说，

一花一世界，在每个孩子的眼里，美的风景或许是不同的，我们

因鼓励孩子，在学习例文以后，借鉴例文的写作手法时，我们还

要敢于大胆的创新，从立意，选材，谋篇，布局进行，从大处着

手学会搭建文章的骨架，再从修辞用词等小处着手补充文章血肉，

通过小片段的训练和大文章的构思，让学生真正把我们在文中学

习中的写作技巧落到写作中去。

三、真正理解，在交流修改中理解写作手法

好汤是炖出来的，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当学生将文章写好以后，

我们如何来改他们这些作文呢？我们可以通过三步来处理学生写

好的文章。第一步：用一节课让学生在组内交流阅读，每个学生

尽可能地读完 3 到 5 篇甚至 8 篇同学的文章，然后推荐出组内写

的相对好的或相对差以及一般的文章，各一篇，接着组长把推荐

出来的文章交给教师，教师再次筛选出全班相对较好和相对较差

以及一般的文章各一篇进行印刷，并将中考作文评分标准也印好；

第二步：第二节课我们将打印的三篇作文和中考作文评分标准分

发给学生，教师先对中考评分标准进行解读，然后让学生再去读

手中的文章，学生根据教师的解读和自己对评分标准的理解，再

对文章进行点评修改，然后同学间交流分享学习：在他人的作文中，

我学到了哪些优点，得到什么启示，这篇文章它的不足点在哪些

地方等。进行这一步时，教师最好将评分的几个方面写在黑板上，

让学生根据几个点对好中差三篇文章进行点评；第三步，根据同

学的点评，每个同学再将自己的作文进行自我修改，然后请同学

修改，修改的时候附上自己这样改的原因，再交换阅读，再修改，

我相信，这样几趟工作下来，学生的作文会改得越来越好，长此

以往，同学们的写作也会越来越有章法。

四、积累拓展，在学习中积累写作技巧，在阅读生活中积累

写作素材

在初中课本中，每一篇文章都是写作借鉴的典范，它们都可

以给我们写作以启迪。以七年级上册中的文章为例，我们都可以

从中学到许多写作技巧，比如：《昆明的雨》善用联想和想象；《秋

天的怀念》善用细节描写；《散步》的以小见大、细节描写；《金

色花》《荷叶 . 母亲》的象征手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对比；《再

塑生命的人》心理描写和反衬；《窃书记》的自语似的独白写心

理细致入微的动作来表达心情；《纪念白求恩》中的对比、夹叙

夹议；《植树的牧羊人》中的对比、细节描写；《走一步再走一步》

的伏笔照应、细腻的心理描写；《猫》的对比、细节描写；《鸟》

的一线串珠、联想、夹叙夹议等。这些经典文章，给我们中学生

的写作提供了很多的技巧，只要我们在教学中将学生引导好了，

学生的写作就不会难于下笔，只要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积累写作

素材，然后多练笔，学生的写作就会轻车熟路，水到渠成了。

总之，无论是新课改提出的减负提质的要求，还是初中语文

新课程标准中对写作的要求，教学生会写作文是基本的要求，教

学生写好作文是终极目标，而这目标的达成，我相信在学习方法、

尝试运用、修改点评、积累拓展的策略下，在循序渐进、千锤百

炼之下，学生学会写作不成问题，写好作文也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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